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 什么是几届几中全会
中共五年一度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每届中央委员会在五年

的任期内召开数次期中全体会议!即几届几

中全会"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通常

要召开七次全体会议!即#一中全会$到#七

中全会$%

解读" 各全会都讨论些什么
&一中全会$一般紧接着党的代表大会

之后召开!聚焦&人事$!讨论'选举党的领

导(&二中全会$ 一般在全国两会之前召开!

主题也以&人事$为主!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

的人事安排(&三中全会$则以&经济与改革$

为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决策

部署!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读# 什么是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一般与&三中全会$相隔一

年左右!会期一般 !天!会议内容通常全面

落实'深化&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

十八届四中全会定在 "# 月 $# 日到

$% 日% 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

委员会报告工作! 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重大问题%

责任编辑∶王文佳 视觉设计∶窦云阳

焦点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A42014年10月20日 星期一

!"#$

%&'()

十八届四中全会

全称

*+,-./012

*3456/789:6;

2014年
10月20日-23日

北京

主要任务清单

!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

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进行部分人事调整

%

发表公报，对外介绍全会召开情况

关注点：依法治国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

首次将 作为主题
<=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
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16字方针

1997年 十五大
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2002年 十六大
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007年 十七大
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出席人员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席人员为例

出席

列席

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
专家学者

｛

｛
回顾历届四中全会

十七届四中全会

时间

关键词

2009年
9月15日-18日

“党的建设”

十六届四中全会

时间

关键词

2004年
9月16日-19日

“加强执政
能力建设”

十五届四中全会

时间

关键词

1999年
9月19日-22日

“国企改革”

十四届四中全会

时间

关键词

1994年
9月25日-28日

“党的建设”

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

!依法治国"是坚定的时代命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今开幕!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

几届几中全会知识点

今天，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开
幕，大会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
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或者说，“依法治国”
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次镌刻在党的中
央全会的历史坐标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这一全党做出的战略抉择，在不同的时间和
重要会议上深入阐述，并将这一抉择落到
实处，直面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
社会发展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积极回
应群众呼声，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
面部署，不使“依法治国”的思想成为一纸
空谈。

! ! ! !有舆论评价说，法治是一个国家走向现
代文明的标志，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界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
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经过三十
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同
时，也产生许多深层次社会问题，短期化、功
利化倾向暴露无遗，要克服这两种问题，必
须采用法治化手段；改革逐步走向“深水
区”，更需要通过法治形成规范有序的推进

方式。
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中，人

民群众强烈呼唤严格的法治解决所面临的
复杂的社会问题，去除以前应对方式简单化
的作风与做法。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
说!“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
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权
利意识日益增强，再像过去那样运用权力思
维、行政思维甚至人治思维来管理国家和社

会已经不行了。”
而从历次四中全会的主题来看，无不反

映着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如 "#$%年的十一
届四中全会就主要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年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除讨论第七个五年
计划的建议)草案*外，还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党
内组织规范，即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原
则；第十四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的四中全
会，主要对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了部署。
可以说，“依法治国”是一个时代给出的

命题，抓住这一命题，并将它稳稳地付诸实
践，考验着新一届党中央的智慧和魄力。

法治是中国社会的时代呼唤

! ! ! !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的要求
是高度一致的、同样迫切的。自党的十八大提
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抉择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一再
并不断深入地阐述依法治国的思想和思路，
使之成为明确的、不可动摇的治国方略。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 年 "+ 月，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
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
话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
善和发展的高度，鲜明提出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思

想。袁曙宏指出，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
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总布局。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立法规划，
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
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
时性、系统性。”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纠正有法
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
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
群众合法权益。”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
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法

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
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
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
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
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
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
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
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
运行。”这些深邃的思考，落到国家政策、制
度和人民群众的实处，展现出党中央有的放
矢的依法治国思路，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
看到法治社会的希望。

! ! ! !“依法治国”归根结底是我国改革开放
与经济发展的时代诉求，如何处理深化改革
所必需的“破”与法律规定上“立”之间的关
系，成为检验执政者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
一个风向标。

+,". 年 + 月 +'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
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
个改革过程中，只有智慧地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才能确保改革在正确的轨道
上运行。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立法机
关集中开展对法律的“立改废”工作，既
释放了依法治国的强烈信号，也为全面深
化改革能够按照“施工图”稳步向前推进
提供了法律保障。而从一批批行政审批事
项的取消和下放，到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

全面铺开；从一份份“权力清单”的公布，到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减少，简政放权不断向纵
深推进。“这背后是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
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理念的强大支
撑。”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
占斌说。

当前，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
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影响社会稳
定的因素大量存在，佘祥林、赵作海等冤、错
案的曝光，使公正司法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
视野，加快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一系列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举措相继推
出，着眼全局谋划、注重顶层设计、解决现
实问题。延续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退出历
史舞台，密集出台防范冤假错案制度规定，

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全面推
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
公开三大平台建设，严格规范减刑、假释、
保外就医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
追究机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
制、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
理……司法改革的深度反映着党中央依法
治国的决心。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
指针。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
执政党的自觉担当，更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
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强党的建设、
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正是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有力的司法改革和反
腐治贪，让人民群众看到了依法治国的希望
之所在。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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