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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 ★★

考点 2 中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 ★★

考点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考点 4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考点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

一、法律体系法治体系

法律

体系

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根据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

同，划分为若干法律部门，进而形成的有机联系、内在统一的整体。法律体系通常是以部门法为基

础进行的体系构建。

法治

体系

是一国运用法律和制度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有机统一的法治运转机制。

法律体系是静态概念，法治体系是动态概念；

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建设的基础，法治体系建设需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前提。

考点 2 中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

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宪法相

关法是与宪法相配套、直接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

 有关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职权和基本工作原则方面的法律；

 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方面的法律；

 有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国家标志象征方面的法律；

 有关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

民法商

法

民法商法是规范民事、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主要包括物权、债权、

婚姻、家庭、收养、继承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商法是在适应商事活动需要的基础上，从民法发展而来的特别法，包括公司、证券、破产、保险、

票据、海商等领域的法律规范。

行

政

法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有关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监督以

及国家公务员制度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行政法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行政管理活动而发生的法律

关系，该种关系是一种纵向法律关系。

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从属性、服从性的特点。

经

济

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经济法在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手段来克服市



法 场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等缺陷。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的说明，税

收法律制度、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行业管理和产业促进法律

制度、农业法律制度、自然资源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企业国有资产法律

制度、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法律制度等内容都属于经济法部门。

社

会

法

社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包括两个方面：

①有关劳动关系、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如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等；

②有关特殊社会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

刑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刑法的特点有：

①调整的社会关系广泛。无论何种社会关系领域，只要发生犯罪行为，都受刑法调整。

②强制性最突出。 刑法是保证其他法律有效实施的后盾。

诉讼与

非诉讼

程序法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是规范解决社会纠纷的诉讼活动与非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我国的诉讼制度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种。

我国还制定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作为对民事诉讼法的补充。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犯罪引渡问题，

我国制定了引渡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补充。

非诉讼程序在纠纷解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制定了仲裁法，作为有效解决民事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人民调解法

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明确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和保障。

考点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的“十一个坚

持”：

①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

的具体体现。

④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要在宪法法律范围

内活动。

⑤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⑥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

⑦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⑧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⑨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⑩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⑪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

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考点 4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要的任务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标准

包括：

①法的部门要齐全。

②不同法律部门内部基本的、主要的法律规范要齐备。



③不同法律部门之间、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要做到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和谐

统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还需要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健全法治保障体系，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