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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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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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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执政，是指执政党运用法律来管理国家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执政方式。依法执政，是中

国共产党在准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作出的

重大决策，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依法执政是对依法治

国方略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

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创新，也是执政党建设理

论的重大创新，指明了党的建设的新方向，是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对于领导方式的探索由来已久。在

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党沿用了革命战争时期相

对集中的领导方式，主要通过政策来管理国家事务。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党不断总

结经验教训，尤其是作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

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

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

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

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

设的党”[1]这一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后，对执政党的

建设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从维护执政基础和提高

执政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 

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执政是建立在党领导中国

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基础上的。依

法执政的提出，经历了几代共产党人的探索与检验，

大致经历了 3个阶段的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依法执政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革

命，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

主政权”、“人民民主政权”等政权形式，对于如何

在战争环境下领导根据地建设的问题，有了一定的

实践和理论探索，依法执政出现了萌芽。但是，由

于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战争环境的严酷，这一时

期对于依法执政的探索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执政方式带

有明显的“以党代政”特点。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过程中，党对于“以党代政”的情况是有警惕的，

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避免出现“以党代替苏维埃的

错误倾向”
[2]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且

处在内忧外患的复杂环境中，各方面都不健全，在

接受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帮助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

“左”的影响，因此，党在实际上依然采用了“以

党代政”的领导方式。一方面，根据地都是由中国

共产党建立的，在根据地建设中必然居于领导地位。

由于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根据地政府的建设是不

连续甚至是经常另起炉灶的，党在很大程度上代替

了政府，发挥着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另一方面，当

时的战争环境较为复杂，战争动员和作战往往需要

即时执行。根据地政权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与共

产党高度融合，采用高度集中的方式来进行根据地

建设。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律有了

一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不

断总结经验，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做出

了一些相应的法律规定，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但在法律条款、制定程序、执行上不规范、不健全。

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复杂和根据地条件的极端落

后，封建思想在根据地建设中产生着重大影响，任

人唯亲、不按法律办事的现象比较普遍，依法执政

的落实情况较差。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建设主要

依靠党的政策。由于在全面封锁条件下进行根据地

建设的艰巨性，党强调在解决党组织内部、人民内

部和军队方面的问题时必须贯彻党的政策。党领导

制定的法律也一度被认为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工

具，在政策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绝对服从

于政策，政策在党的领导和执政中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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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依法执政建设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

为了执政党。地位的转换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共产党愈加重视法制的建设。在这一时期，共产党

开始对依法执政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与理论探

索。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首先废除了一系列国民

党政府的反动法律，在 1949 年 9 月颁布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始了新中国的法制建

设。建国后，针对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

题，陆续制定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等一系列法律，掀起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立法高潮，

为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党领导颁布制

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对于巩固人民政权、保障社会

主义建设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在 1957 年

反右运动后，新中国的立法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并

一度停滞，但是这一时期的法律体系建设依然得到

了发展，并呈现出一系列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的重要法律法规都是通过民主

讨论的方式制定。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党领导

国家建设有了一定的实践和认识，力图通过民主讨

论的方式，来解决国家建设的基本法律问题。例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共产党和各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

士，以正式会议的形式，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民

主协商制定的。1954 年宪法的制定是建立在 1 亿 5

千万人参与民主讨论的全国范围的民主讨论的基础

上，并在召开了 14 次由 500 多人组成的宪法座谈会

后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定出来的。 

第二，新中国司法体系初步建立。建国后，中

国共产党开始大力建设司法机关，领导全国人民在

中央和地方建立法院。截止到 1951 年 4 月，成立了

最高人民法院和 6个分院，建立了 50 个省级人民法

院，全国法院总数达到了 2458 个。在司法原则方面，

基本上确立了司法权服从人民主权原则、司法独立

原则、司法权专有原则、法律适用一律平等原则；

并制定通过了合议、陪审、回避、辩护、公开审判、

两审终审、审判监督、死刑复核制度等一系列司法

制度。 

第三，这一时期的依法执政建设依然存在不足。

首先是存在着立法不健全与执行不畅的问题。“现在

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

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

等。”
[3]
这一时期，法律在执行方面存在执法不严的

问题，以党代政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其次是在 1957

年反右运动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法律的认识

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法制建设基本停滞。

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说：“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

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

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维持秩序”。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依法执政建设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党如何领导

人民执政进行了积极深刻的探索，提出了依法执政

的概念。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各项

工作开始正常化，立法工作全面展开。邓小平在中

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

一致向前看》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

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

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4]
十一届三中全公会公报

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的十六字方针，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

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党的十二大

通过的党章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

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

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

协调一致地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和社会

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加强对于执政的认

识。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并把依法治国上升为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

并于 1999 年将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修正案》。

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执政

概念:“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

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

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

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的十六届

四中全会作出了“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

政的一个基本方式”的论断。党的十八大重申“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

理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依法执政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需要。依法执政的现实要求，来源于从在封

闭半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

发展市场经济的转变。计划经济时期，党领导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调集社会

资源集中处理、解决问题，客观减少了许多社会矛

盾。在市场经济时期，行政手段不再适用于解决社

会矛盾问题，调节市场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

问题必须诉诸法律，依法执政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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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第二，依法执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

然要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是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

总结过去执政的得与失后，清醒地认识到，党必须

把握全局，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更

好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明确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

执政来体现”
[5]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

集体首次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

整体概念。十八大报告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

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依法执政，成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

政水平的重要途径，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保证。 

第三，依法执政需要监督体系的保障。十八大

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当前出现

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领导干部权力运

作不规范和违反法律的问题，都对依法执政建设带

来了巨大破坏，给党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动摇

了党的执政基础。依法执政的行为主体是党的各级

领导干部，权力的运作必然带有人为的特征，需要

通过多方位的监督来确保执政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内依法执行。只有执政行为得到充分的监督，依

法执政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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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based governance is the major decision mad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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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City administrating county”system which is formed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gradually appears disadvantages, it canno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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