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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由中央依法治国办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正式在全国出版发行。该书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宏阔背景，以简明编年史的方式生动记录了党领导人民探索法治、追求法治、建设法治、

推进法治、厉行法治的壮丽史诗，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我们党的百年法治大事进行梳理，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理解我们党百年法治奋斗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生动教材。本报今天推出专版刊发三篇专家文章，对该书的重要意义和影响进行

探讨。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治有体、施治有序、行

治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建党时起就坚持

不懈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持之以恒推动国

家法治建设，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

之势，谱写了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壮丽史诗。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

公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

（19 2 1年7月- 2 0 2 1年7月）》（以下简称《大事

记》），以简明编年史的方式生动记录了这部百

年壮丽史诗的全过程，是系统反映党领导人民

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光辉历程和伟

大成就的权威文献，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

理解党百年法治史的生动教材，是法学法律界

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史的重要工

具书。

　　一是坚持立体化、全景化视角，系统展现了

百年法治辉煌成就。百年法治史是一部党领导

人民矢志不渝探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法治文

明形态，开辟伟大道路、建立伟大功业、铸就伟

大精神的奋斗史。《大事记》从法治大视野大格

局出发全方位地展现百年法治的历史性变革、

历史性成就，覆盖了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到国

家法律体系建设，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到依法

治国，从法治顶层设计到法治基层探索，从法治

思想理论、法治方针政策到法治运行操作，从国

内法治、涉外法治到国际法治，从立法、执法、

司法到普法守法，从法治工作机构、法治工作队

伍到法治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辉煌成就。这些

在中华法律文明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史、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史上具有彪炳史

册意义的伟大成就，有力增强了全体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志气、豪气、骨气、底气。

　　二是坚持典型化、标识化标准，精心绘制了

百年法治大事图谱。百年法治史是一部党领导

人民战胜法治发展中的重重艰难险阻，在法治

建设各领域各环节持续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奋斗

史。《大事记》立足于法治建设大政、大法、大

案，从百年法治史纷繁复杂的史实中精挑细选

出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通过以点带

面、抓纲带目的方式反映百年法治不同寻常的

发展历程。在大法方面，以宪法为例，《大事记》

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提出召集国民会议

制定宪法，1931年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1937年提出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1941年

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6年制定《陕甘宁

边区宪法原则》，1949年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1975年、1978年修改宪法，1982年公

布施行现行宪法，19 8 8年、1 9 9 3 年、1 9 9 9 年、

2004年、2018年五次宪法修正，全面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宪法、制定宪法、完善

宪法、实施宪法的百年伟业。在大案方面，以反腐败为例，《大事记》记载了1932年谢

步升案、1937年黄克功案、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案、1987年倪献策案、1997年陈希同

案、2007年陈良宇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令计划等

案件，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厚传统和坚定决心。虽然《大事记》的

文字篇幅很有限，但法治建设各领域各方面，都能从中找到清晰的发展脉络和进步

印迹。

　　三是坚持结构化、谱系化陈述，清晰呈现了百年法治主题主线。百年法治史是一

部党领导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奋斗史。关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

《大事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

同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民主法制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百年进程，有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指导中国法治

建设的科学理论，有力证明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

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大事记》记录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探索这条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启这条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拓展这条道路的百

年进程，有力证明了这条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唯一正确的道路。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大事记》记录了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

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面到体的百年建设过程，有力证

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科学性原创性命题。《大事记》所记录的百年

法治实践表明，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只有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才

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强国。

　　四是坚持历史化、理性化淬炼，充分彰显了百年法治基本经验。百年法治史是一

部党领导人民走过很不平凡的历程、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积累弥足珍贵经验的奋斗

史。《大事记》按照历史线索分四大历史阶段，以大量生动而鲜活的史实，清晰揭示了

百年法治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充分彰显了百年法治建设宝贵经验。这些

宝贵经验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统一，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

持继承本来和吸收外来相结合，坚持抓关键少数与抓绝大多数相统一等。这些宝贵经

验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是引领我们加快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和磅礴力量。

　　五是坚持定性化、定量化表达，有力增强了百年法治厚度深度。百年法治史是一

部党领导人民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创前无古人的伟大法治事业的奋斗

史。《大事记》注意综合运用定性、定量、金句等多种叙述手法，展现出百年法治史的

政治高度、思想厚度、制度新度、实践深度。在定性分析上，《大事记》描述出了百年法

治进程中一系列在党的历史上、国家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具有第一意义的大事。例

如，《大事记》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法院在专业审判庭上设置的“第一”记录，包括

1979年第一个经济审判庭、1984年第一个少年法庭、1986年第一个行政审判庭、199 3

年第一个知识产权审判庭等。在金句使用上，《大事记》引证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所讲的法治格言金句。例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一

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

法”。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

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江泽民同志所讲的，“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胡锦涛同志所讲的，“坚持科学执政、民主

执政、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

容”。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

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

命题”。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史，看清走

过的路、辨识脚下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书写新传

奇、创造新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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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组

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

（1921年7月-2021年7月）》（以下简称《大

事记》）是一部总结全面、评述客观、内容

丰富、形式合理的精选之作，是第一次对

我们党百年来的法治大事进行系统梳理，

值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法学院校师生

认真学习参考。

　　系统梳理党的百年法治奋斗史。中国

共产党历来重视法治建设。《大事记》按照

历史线索分四个时期，系统梳理了百年来

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发挥重大作

用、产生重大影响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工

作。党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土地法、婚姻法、“马锡五审判方式”、“五

四宪法”、现行宪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习近平

法治思想等一系列重要关键词，连贯而成

党领导人民不断深化法治建设理论和实

践的历史轨迹，完整记录了我国法治建设

的百年奋斗史与法律制度的百年变迁史，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演

变历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

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透过《大事记》，我

们可以清晰看到，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发展

历程中，党领导人民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发

生一次又一次历史性变革，取得一个又一

个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法

制、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的转

变，实现了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

从建设法治国家向建设法治中国的转变，

实现了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的转变。我们从中深切体会到，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虽历经坎坷但对法治矢

志不渝，始终坚持不懈推进制度建党，一

以贯之加强法治建设，在不同时期反映着

不同的历史特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

想，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创造

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法治成就，有力夯实了

“中国之治”的制度根基。

　　客观反映党的百年法治历史事实。本

书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

要成果。编写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

记，是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向深入的重要举措，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

一件大事，对不断开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

国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从宏观层面看，

编者正确把握实践规律、理论问题和科学

方法，对每个时期的重大法治成就作了总

结概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法治意

义，作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

现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评价。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

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

情决定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

主义法治探索主要是为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

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发挥重要保障作

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主要是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提

供坚实保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

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

政的基本方式，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重

要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

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作出顶层设计和重大

部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全面依法治

国的总目标，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发展到新

高度。从微观层面看，编者对不同历史时

期的法治事件进行了详略得当的记叙，而

不刻意寻求篇幅上的形式一致性。

　　突出体现不同时期法治大事。本书在

选材上注重兼顾法治建设各主要方面，既

有战略布局层面的法治体系构建与法治

关系协调，又包含很多具有鲜活实践经验

的事件、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具体案例，

完全不同于已有的专项文献汇编。在战略

布局上，本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历程中，党如何妥善处理党和法、

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之间的重大

关系。在具体案例上，本书精选的法治事

件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扎根中国

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讲好中国故事。比

如，1936年6月条下收有“投豆子选举法”。

这是谢觉哉在参与领导陕西保安县的县、

乡两级政府民主选举工作时创造的办法，

使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

利。1944年1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

“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

群众的口号”的号召。“马锡五审判方式”

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领域实践的典

范，也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正义价值得

到弘扬。1987年3月21日条下收入“倪献策

徇私舞弊案”。倪献策是新中国第一个被

判刑的省长，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判

刑的省部级干部。2 0 0 4年3月14日，十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

障人权是国家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是

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大事。2 0 1 6年12月4日，“五四宪法”历史

资料陈列馆在杭州正式建成开放，习近平总

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该事件有助于加强宣

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

实施。

　　采用科学严谨的编写体例。编年体的

形式能够很好地展现一个时期内，在党的

领导下不同机关是如何分工负责、齐头并

进的，为读者理解具体问题提供了宽阔的

时空视野。从篇章结构上，该书全面归纳

了中国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法治道路的

百年历程，描述了从1921年到2021年之间

100年的法治大事件，蕴含着“中国之治”

的法治经验，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

法治建设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从编撰

技术上，编者颇具巧思，在编年体的框架

下还适当补充了“纪事本末”的段落。比

如，2015年1月28日条下首先记录了最高

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在深圳挂牌成立。

而后接着介绍了当月31日第二巡回法庭

在沈阳挂牌成立，并将内容延展至2016年

11月1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最高

人民法院增设巡回法庭的请示》，最后还

将第三至六巡回法庭的挂牌、布局、功能

也作了概括。通过这种体系化的历史叙事

方式，读者可以详细了解某一法治事件发

展变化的完整过程，也体现了国家进行法

治建设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对于制定法，

该书则记录了每一部法律历次修改完善

情况，深刻地反映了党和国家探索适合中

国法治道路的艰辛历程与重大成果。以宪

法为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

宪法原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等宪法性文件；1949年10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于1954年9月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在“八二宪法”的基础上，经过

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

等五个宪法修正案的发展，形成了符合中

国特色的宪法文本体系。从记事细节上，

该书详细记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每一年每个月发生的法治大事

件，特别是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的力度和强度，这种“法治日程表”揭

示了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全面”

的内在发展轨迹。

　　凭借以上这些鲜明特点、优点，相信

《大事记》会成为党员干部的重要学习读

物。“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

干部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起着关键推动作

用，党中央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模范。通过学习和运用本

书，有助于筑牢“关键少数”的法治信仰之

基。党员干部可以依托一段段论述、一部

部法律、一个个事例，真切了解党百年来

是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并在

此过程中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

自身法治素养和法治思维。

　　对于广大法学院校师生来说，《大事

记》也是原典原著和教材之外最适宜的参

考资料之一，可以成为案头必备学习资

料。“欲知大道，必先读史。”通过生动详实

的历史素材，可以指引师生清醒地认识党

领导人民探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凝聚思想共识，自

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总结过去法治建设经验，展望未来法治建

设方向，我们必将更加从容地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加坚定地推进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

深入学习把握党的百年法治探索奋斗史的权威读物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 周佑勇

　　为了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追求法治、

探索法治、建设法治、推进法治、厉行法治

的百年历程和伟大成就，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组织编写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

7月）》（以下简称《大事记》）。为编写《大事

记》，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精

心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四个不同时期的大量文献史料，精心撰

写完成了《大事记》初稿，此后又广泛征求

有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依法治省办和

部分党史专家、法学家的意见，详慎审定，

最终使《大事记》得以定稿。

　　这部二十余万字的《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例，以百年时间为经，以法治史事为

纬，忠实而客观地记录了波澜壮阔的百年

法治进程，深刻地诠释了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结合，统一

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

　　党的百年法治史是党领导法治建设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奋斗史。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纲领

和章程表明：“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

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通过武装

斗争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之后，中国

共产党即开始通过宪法性文件确认“人民

当家作主”的法律地位。1931年11月7日中

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

中第2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

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

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

一切劳苦民众的。”1949年《共同纲领》的

序言中也载明了“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

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

己的中央政府”。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这里所强

调的人民“自己的政权”或者“自己的中央

政府”，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宪法也对“人民

主权原则”进行宣示与确认，1954年宪法

第2条第1款与1982年宪法第2条第1款，都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不仅如此，1982年宪法还在序言

部分专门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成为国家的主人”。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再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

制定的每一部宪法性法律文件，都是劳动

大众的权利宣言。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

还是人民民主专政，都是为了实现最广泛

的民主；无论是全国苏维埃大会，还是边

区政府参议会，或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代

表着最广泛的民意与民情，得到的是最广

泛的人民授权与参与；政权归属于一切劳

动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此可见，中

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宪法的历史进程中，对

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是摆在宪

法第一位的，对于人民权利保障是摆在宪

法第一位的。

　　党的百年法治史是党领导人民探索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

史。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三

三制”的重大政权建设制度创新，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一套符合国情的民

主政治制度，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通

过法律制度保障人民参政议政。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

议。毛泽东在会上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

国的国体和政体，并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加

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

“人民”二字，如法院称作人民法院，军队

称作人民解放军，以示和国民党蒋介石政

权的本质区别。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

会的指示》，规定在城市解放后应以各界

代表会议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

的最好组织形式。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由全国各界代表

组成的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机关。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选

举产生，此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

展完善。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

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

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2021年3月，施行三十多年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作

出修改，将“全过程民主”写入法律：“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全过

程民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

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人民意志，保障

人民权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

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在完善国家法律

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家法

律法规数据库》，截止到2021年6月，共收

录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82件，法律解释

25件，行政法规610件，地方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12000余件。

其中，2020年5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

“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

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为了保障和实现人

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比较完善的党

内法规体系已经形成。到2021年6月，全党

现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共3615部，其中，党

中央制定的中央党内法规211部，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

的部委党内法规163部，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制定的地方党内法规3241部。

　　党的百年法治史是党领导人民追求

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史。公正是法

治的生命线，也是检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

治实践标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人民民主政权不仅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

令，还建立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

关，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

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人民调解制度

等。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

放新时期，经历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司法行政体系的创建、发展、挫折和重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公平正义

成为法治为民的时代主题，是衡量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尺度。2020年

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要求：“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

加强司法制约监督，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

治保障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大事记》中

客观记录了一些典型的司法案件。2013年

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

高平强奸案再审宣判，撤销2003年原一审

二审判决，宣告原审案犯无罪。2014年12

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

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案件作出再审

判决，撤销19 9 6年作出的刑事判决和裁

定，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2 0 1 6年1 2月2

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

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

开宣判，宣告撤销1995年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2019年

12月2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

案依法公开宣判，维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1998年一审判决，并与新犯罪行所判刑

罚合并，决定执行死刑。涉及孙小果案19

名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说这些冤

案曾经玷污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些案件的

再审昭雪、案件责任人的被追责，则说明

司法公正的信念已深入人心，在司法责任

制、司法监督与法治保障完备的体系中，

司法公正始终是高扬的旗帜。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百年法治进程
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