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治政府建设体会(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法治政府建设体会篇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法治维护公平正
义，科学立法是引领。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
过程，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
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
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
实，才能筑牢人们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坚实平台。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以法治维
护公平正义，严格执法是关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
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
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法立，有犯而必
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解决好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
明、不文明等问题，惩治执法现象，才能确保法律公正、有
效实施，牢牢树立起法治权威。

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
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保
障。“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无论是确保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还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更好服务
于民，或是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
都是为了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
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以法治维
护公平正义，全民守法是基础。“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
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各
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不能以言代法、以
权压法、徇私枉法，而应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担
当起法治建设的责任。同时，也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
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全民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幸福安康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法治政府建设体会篇二

在现代社会，科学与法治的建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
之一。作为国家的重要管理者，政府在科学建设法治方面拥
有极其重要的责任。因此，探究“科学建设法治政府”的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段：科学建设的重要性

科学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
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政府要科学建设，首先要加
强对科技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其次，要加强对科技人才队伍
的培养和激励。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更多的创新和科技成果，
进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段：法治政府的意义

法治政府是现代社会法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它将权力制约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促进社会的和
谐发展。要建设法治政府，政府应该重视法律意识的培养和
宣传，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积极与社会力量合作，共



同推进法治建设。

第四段：科学建设与法治政府的关系

科学建设和法治政府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建设的成果
提供了法治政府规范决策的科学依据，而法治政府的基本原
则、法律法规的实施也保障了科技创新的法制环境。只有充
分发挥科学与法治的相互作用的长处，政府才能更好地发挥
领导作用，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第五段：结论

科学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道路。政府在进
行科学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应积极倡导创新精神，
推进科技发展，同时也要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监管，
为人民提供更高效、更公正、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只有这样，
才能推动国家更快更好地发展，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

法治政府建设体会篇三

“权力制约”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谈常新的话题，
权力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当前，
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
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
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
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
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
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另一个是帕森斯主
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
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加尔布
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
上的能力”。

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



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
《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
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
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
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
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
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
“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
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
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
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
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
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
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
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
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
备的法”。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
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
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
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
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
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
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
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
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
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
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
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
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
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
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不好的现象横行于



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
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
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
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亚里士多德的分
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
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
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
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
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
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近
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
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
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
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
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
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
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
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
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
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
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
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
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
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
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
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
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
利的实现。

显然，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



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
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
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
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
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法治政府建设体会篇四

本文字数限制为1000字，以下仅提供一个大纲供参考。

第一段：引言

- 介绍科学建设和法治政府的概念

- 说明本文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段：科学建设与法治政府的关系

- 分析科学建设和法治政府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 探讨科学建设和法治政府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第三段：建设科学政务平台

- 分析科学建设如何促进政务效率和公正性

- 介绍政务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四段：加强法制建设

- 探讨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因素和要素

- 分析法制建设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和意义

第五段：结语



- 总结科学建设和法治政府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 呼吁全社会共同推动科学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法治政府建设体会篇五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科学建设法治
政府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在实践中，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
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过程中，要保证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坚持治理的科学性。法治政府建设离不开科学的支撑，
必须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强化问题导向，注重研究和把握
社会发展规律，做到因地制宜，切实增强治理的科学性。

二、打造人才强国。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聚焦中心，补短板，重点培养专业化、
通才化、素质化的干部，使其具备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能
力，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三、创新监督制度。法治政府的成功建设不能离开监督制度
的完善。因此，要加强对政府的法治监督，不断完善监督机
制，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制度的实行，切实增强政府
的信任与透明度，进一步提高治理质量和效率。

四、营造良好政务环境。法治政府建设要加强政务公开，形
成良好的政务环境。在办公场所和服务网点设置、行政审批、
政策解释等方面，应创造良好、规范和便利的政务环境，营
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局面。

五、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必须以全面推进法治
建设为导向，坚持依法行政，确保权力行使合法、合理、公
正，同时也要加强对居民的法治教育，增强居民的法治意识，
提高整体素质，促进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得到的普遍提高。



总之，实现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重要的过程，需要
我们聚焦于问题对症下药，从而达成一系列的的努力，最终
实现全面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我们将为此一直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