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5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5辑）》

13位ISBN编号：9787802173590

10位ISBN编号：7802173590

出版时间：2006-11-1

出版社：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

作者：孙琬钟,公丕祥

页数：6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5辑》

内容概要

《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5辑)》围绕董必武法治理念的核心依法办事展开，以此为基础，从多个
方面结合我国的法治建设进行了论述。收录了法学专家、学者以及司法实务工作者研究董必武法学思
想的成果，对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董必武法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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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执政党带头守法。执政党的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
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正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
，遵守宪法和法律与坚持执政党的领导、服从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些要求都充分表明，任何削弱宪法和法律权威、损害
宪法和法律尊严的行为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第三，执政党保证执法。依法执政不仅要求执政党领
导立法，还要求执政党必须保证执法，这是由执政党特征决定的。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必须随时督促
、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
益。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不仅表现在执政党自身遵守宪法和法律上，而且还表现在执政党所领导
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上。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的各项工作都纳入法治轨道，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要全面贯彻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行政管理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管理职责
，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司法机关要严格依法裁判，监督机关要严格依法监督
。　　第四，执政党领导司法。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必须加强和改进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
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对此，《决定》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理顺执政党与司
法机关的关系，支持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维护司法权威；二是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司法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三
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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