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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绪论（五）
□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编写组

  （八）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

  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

也是其具有强大理论优势和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

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

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

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

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

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

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在长期的领

导实践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断深

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守正创新

的光辉典范。他所发表的一系列堪称经典的法治专

题讲话文章批示，他所锤炼的一系列义理精深的法

治新概念新命题新话语，他所凝练的一系列全面依

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展示了守正创新

的伟大理论成果，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法治领域的

辉煌理论成就。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

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

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

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征程上，我

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为新时

代守正创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指明

了前进方向。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

体系。本教材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其他重要讲话为根本依据，

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科学阐释为研究范式，从学理上把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基本精神、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概括为六

个方面。

  一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的论述。全

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兴衰成

败。习近平以“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等理论命题，科学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

方向、正确道路。

  二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的论述。

习近平精辟论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深刻

回答了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大认识问

题，即“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和重要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

场深刻革命”“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三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的论述。

习近平深刻论述了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

大实践问题，提出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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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的论述。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即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五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关系的论述。全

面依法治国要认识好处理好政治和法治（特别是党

的领导和厉行法治）、改革和法治、发展和安全、依

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等辩证关

系。习近平以高屋建瓴的政治智慧和精准练达的辩

证思维，对这些关系进行了科学分析。

  六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的论述。全

面依法治国需要坚强有力的保障体系，包括政治保

障、制度保障、思想保障、组织保障、人才保障、运

行保障、科技保障等，其中人的因素具有决定意义。

习近平强调“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

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五、本教材的体系结构

  为使广大学生和读者初步掌握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基本内容、核心要义和科学方法，从而为今后

结合其他课程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打下良好

基础，本教材采用“概论”方式，在体例上设置了“绪

论＋三编分论”的结构，体现了从总论到分论、从理

论到实践、从本体到方法的内在逻辑。

  绪论部分，概括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

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实践逻

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

特色和理论体系。

  第一编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本编

根据党的十九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历次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

的精神，密切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

想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实际，集中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

  第二编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本编

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全面阐释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十一个坚持”的科学内

涵。这“十一个坚持”，既是重大工作部署，又是重大

战略思想，集中展现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

义、基本精神和实践要求，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

的思想旗帜、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习习近平法

治思想，重在深刻领会“十一个坚持”的科学内涵，

精准把握每一个“坚持”的精髓所在以及各个“坚

持”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三编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方法”。习近平

法治思想是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法

治思想深刻阐述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发展

和安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

党等重大关系，彰显出富有鲜明时代精神和实践导

向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

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

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指导。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绪论（四）》详见于

《法治日报》2021年10月19日9版）

□ 程啸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

利用为目的的法律，其规定的主要内容就是个

人信息处理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

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信息处

理者的义务与法律责任以及监管机关的职责等。

个人信息古已有之，传统的民法、行政法和刑法

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如民法中的人格权、侵

权制度保护个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隐

私权等人格权益。只是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网

络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对个人信息的大规模与

自动化处理导致了处理者与个人之间的信息、技

术能力等方面的不对等，才产生了专门规范个

人信息处理活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或个人数据

保护法。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尤

其是在“十三五”期间，数字中国的建设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无论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

还是信息技术创新能力，都在全球居于领先地

位。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

国发展报告（2020年）》的统计，2020年，我国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数

字产业化规模持续增长，软件业务收入从

2016年的4.9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8.16

万亿元，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由

2016年的10万亿元增长至

201 9年的11万亿元。

大数据产业规模

从20 1 6年的

0 . 3 4 万

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超过1万亿元。我国电子商

务交易额由2015年的21.8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

37.2万亿元。信息消费蓬勃发展，2015年至2020年，

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由3.4万亿元增长到5.8万亿元。

数字中国的发展与建设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制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

用的必然需求，是维护网络空间良好生态的现

实需要 ，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

举措。

  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它是

我国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颁行将极大地加强我国个人信

息保护的法制保障，从而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形成更加完备的制度、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它以严密的制度、严格的标准、严厉的责任规范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规定了完备的个人在个人信

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全方位落实各类组织、个

人等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与责任，有力地维护

了网络空间良好生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个人信息保护法科学地协调个人信息

权益保护与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关系，建立了权

责明确、保护有效、利用规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

则，从而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的基础上，促进了

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数据信息的自由安全的流

动与合理有效的利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健康

发展。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起草始于2018年，但

其立法基础奠定于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此后，

我国陆续颁布了网络安全法（2016年）、电子商务

法（2018年）以及民法典（2020年）等重要法律，其

中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也有相应的规定。这些法

律以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个人信息

保护的法规规章，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起

草和颁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外，我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也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

充分吸收借鉴了欧盟、美国、德国、

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数据保护

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科

学合理之处。可以预

见，随着个人信

息保护法的

颁 布 ，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并将

在今后不断发展完善。

  笔者关注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权利体系始

于2015年民法典编纂工作，其中因为人格权编涉

及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关系的处理问题，故

此开始研究相关的问题，此后又进一步对个人数

据权利体系、个人信息权益的性质、个人信息的

合理使用、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等问题陆续

展开研究。

  2018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起草工作启动

以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

室的邀请，笔者有幸全程参加了该法的起草论证

工作，有机会深入了解立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

题与争议，并得以向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请教学

习。值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并于2021年11月1

日施行之际，笔者不揣鄙陋，根据近年来对个人

信息保护法的研究与认识，结合参与个人信息保

护法起草论证中的一些心得体会，撰写了这本

《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希望通过正确地

阐释每一个法律条文的规范目的、立法理由、疑

点与难点及相关争议等，从而有利于准确地贯彻

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推动理论界与实务界对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涉及领域广泛，艰深复杂，

多年研习所得，不过沧海一粟！故此，本书的错

漏谬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网络环境下民事权

利的侵权法保护研究》〔项目

编号：18AFX016〕的阶段

性成果）

《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序言

  音乐

与法律制度的

颉颃，还可能以其

他的方式或在其他领域

表现出来。音乐的感觉特

性，使它能够成为一个动力因

素，唤醒人们沉睡的心灵，刺激整个

神经系统极度灵敏的意识和引动人类近

乎“叫喊”的天然情感。人对极限超越的渴望，

对无限自由伸展意志的

追求以及纯粹个性感官快乐

满足的要求，都可能借助音乐的手

段来宣泄或表达。这样，个人情感流动

的热情和感性的意志，将不可避免地与国

家“冷冰冰”的法律制度一般规则之间产生疏远

和隔膜，直至导致激烈的冲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

中，那些才高气傲的音乐家可能会把对现世法律

的心灵反叛作为其音乐表现的主题，甚或采取实

际的行动违抗法律规则。

  无论如何，由音乐所激活的“人性”的多样形

态，是现实的法律制度（秩序）形塑过程中的一个

“规定性”前提。在此方面，现实的法律面临的两难

困境在于：法律既不能过分地压抑人性，消灭人的

生命和自由的多样性；又不能完全受人的生命的

意志本能所宰制，成为生命的意志本能的奴仆。此

等情形，要求法律必须在极其细腻的精神和价值

层面寻找到一个合理的正义根据和原则，来协调

解决人性的内在矛盾浮现为社会生活时所产生的

各种社会问题。

  但应当看到，法律自身的功能和作用都有其不

可逾越的限度，指望法律完全解决深层的“秩序悖

论”是不切实际的。有时，这种对法律的过高期望

在变成制度化的力量之后，反而可能成为非常有

害的东西。

  我们的时代，似乎已进入了一个被马尔库塞称

为“美学颠覆”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心灵中正发生着

一场旨在恢复自然的感性的“心理革命”。

  但无疑这也是一个音乐爆炸的时代：一大批以

所谓“噪声的艺术”为特征的新音乐充斥着电影、电

视、城市的街巷和乡里坊间。音乐，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不仅由于其极端地背叛传统的“美的法则”，而

且由于其裹挟着巨大的物理能量，对我们生活在

这个时代的人类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我们人类

在舒适、稳定、富足和温馨的世俗生活里参与到新

音乐形式的表现过程之中，情不自禁地随着它的

声响一起狂喊和跳

动。这是怎样的一个

动感的年代！

  不过，话又得说回

来，有谁能够讲得清楚，夹

杂着现代人类情感和精神的

“新音乐”和它们混合着新文

明的噪声而发出的声响，难道不

是大自然通过人类呼出的一口

“伤感之气”呢？

  我们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的法

制，是否已经听到了来自“新音乐”的

多重繁复的心声（或噪声），并予以同情

的应答呢？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

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法律与音乐（三）》详见于《法治日报》

2021年10月19日9版）

法律与音乐（四）

□ 法宣

  《功勋》是一部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毛

卫宁、沈严、林楠、杨文军、康洪雷、阎建钢、

杨阳担任单元导演，王雷、雷佳音、蒋欣、佟

大为、郭涛、黄志忠、黄晓明、周迅、张颂文、

陈好主演的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

  该剧分为8个单元：《能文能武李延年》

《无名英雄于敏》《申纪兰的提案》《孙家栋的

天路》《默默无闻张富清》《袁隆平的梦》《黄

旭华的深潜》《屠呦呦的礼物》，分别讲述8位

功勋人物故事。

  剧情简介：

  《功勋》以不同的叙事风格讲述了8位功

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于敏：从少年、

青年和中年三个时期讲述他投身国防安全

事业的故事。申纪兰：着重展现她首倡“男女

同工同酬”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经

历。孙家栋：以无数次的试验失败为切入点，

展现其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永不言弃的探索

精神。李延年：讲述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英雄故事。张富清：描绘其作为战斗英雄转

业后扎根基层的故事。袁隆平：从梦境展开，

讲述他如何为祖国和世界人民的温饱问题

不懈奋斗。黄旭华：以核潜艇下潜极限为叙

事主线，再现我国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艰难历

程。屠呦呦：展示她研发抗疟新药青蒿素的

全过程，并回答人们对其个人获得诺贝尔奖

的某些疑惑。

《功勋》

  《商业银行

争议解决前沿问

题专题解读与实

务指引》主编蒋

琪，法律出版社

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从法律的视角跨学科研究金融学，以法律的眼光

看待复杂的金融市场中的商业银行争议解决，紧紧围绕

商业银行最核心的几大业务领域，通过大数据筛选了

近3年包括但不限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票据纠纷、资

管合同纠纷、供应链金融纠纷、国际贸易融资纠纷、

跨境贷款与境外追索纠纷、数字货币、金融反制裁

等在内的商业银行争议解决方面的典型案例。

深度分析诸如表见代理问题、债券违约问题、

保理和保兑仓追索权问题等热点难点法律问

题，结合实务和作者真实执业经历对这些

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解读。从新法规、

新案例、新观点出发，从专业的角度提

出了商业银行规避此类风险的措施以

及完善银行风控体系建设的相关建

议，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合规水

平，科学地选择诉讼执行方案，对

广大金融、法律从业人员具有

极大的学习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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