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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国内外两个大局,在法治思想指导下构建“法的一般理论”学科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甚为

必要。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党的领导、立足中国实际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其具体路径有以下三个步骤：加强法理学研究、推动法治实践和拓宽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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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two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jurisprudence in the discipline of "general theory of law"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Jinping‘s 

the thought of rule of la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jurisprudence in China 

include: uphold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basing itself on China's reality and combining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concrete path is as follows: strengthening jurisprudence research,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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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治思想是中国法治建设指导思想,它的形成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和创新。法治思想为

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

方向,它不仅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科学指引,还推

动了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法治思想为遵循,构建法理学的

中国话语体系,应从分析法治思想的内涵和特征入手,阐述其在

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中的指导作用,得出构建该话语体系

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期望这一研究能推动法理学中国话语

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助力中国法理学学科进步,为世界法治交流

做出贡献。 

1 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1.1应对全球化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挑战。 

全球化对中国法治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跨国问题的

涌现、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国际法律体系的变革,构建法理学

中国话语体系,保持法律文化的独特性,是应对这些挑战的重

要途径。 

1.1.1应对跨国问题的需要：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有

助于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应对跨国问题。通过深入研

究和分析,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决方案,为维护国家

主权和利益提供法律支持。 

1.1.2保持法律文化独特性的途径：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

构建,是中国法治文化自我表达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它有助于保

持中国法治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法

治的声音,增强中国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1.1.3参与国际法律体系变革的基础：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

体系,是中国参与国际法律体系变革的基础。通过深入研究和分

析,可以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利益的国际法律规范和标准,为推

动国际法律体系的公正、合理和有效运行作出贡献。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 

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的必然要求。它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

提高法学学科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促进法治理论与实践的

相结合以及提升全民的法治素养。 

1.2.1植根于中国法治实践,形成独特法治话语。法理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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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话语体系深深植根于我国数年的法治发展实践,与法治理论

的历史及现阶段主流的法治思潮息息相关。构建这一体系,意味

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质和发

展需要,形成符合国情的法治话语。这样的话语体系能够更好

地指导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确保法治建设的方向正确、路径

清晰。 

1.2.2促进法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法治创新。法理学

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要求我们对法治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的

研究和探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不断提出新的法治理念、理论

和方法,为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这种理论与实践

的相互促进,将推动法治建设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1.2.3提升全民法治素养,营造良好法治氛围。法理学中国

话语体系的构建,还有助于提升全民的法治素养。通过传播和普

及法治理念、法律知识和法治文化,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法

治、支持法治、参与法治建设。这种全民参与的法治建设氛围,

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 

2 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 

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内涵

丰富、论述深刻,核心内容涵盖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等多个方面,强调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

机统一。在法治思想精神指导下,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应坚

持党的领导、立足中国实际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不仅有助于确保法理学研究的方向正确、内容健康,

还有助于推动法理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2.1坚持党的领导 

在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一

项核心且基础的原则。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党的领导对于抵御

不良思潮的侵蚀、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1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领导是确保法理学中国话

语体系构建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关键。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种法律思想和文化交流交融,坚持党的领导有助于抵御不良

思潮的侵蚀,确保法治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2.1.2统筹法治建设的全局：党的领导具有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能力,能够在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统筹考

虑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确保各项措施相互衔接、协调一致。 

2.1.3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党的领导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

系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通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可以

确保法治建设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推动法治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效。 

2.2立足中国实际 

在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立足中国实际就是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为基础,构建符合中国国情

的法理学话语体系。 

2.2.1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律思想：中国拥有悠久的法

律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不同流派的

法律思想。在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时,必须深入挖掘和传承

这些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话语。 

2.2.2考虑中国国情和社会特点：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

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构建

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国情和社会特点,确

保理论成果能够贴近实际、服务人民。 

2.2.3紧密结合法治建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是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必须紧密结合法治建

设实践,总结实践经验、提炼实践规律,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

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实践素材和有力的实践支撑。 

2.2.4回应时代需求和发展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构建

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时,必须积极回应这些时代需求和发展要

求,推动法理学研究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2.3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就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吸收借

鉴国外法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法理学话语体系的创

新发展,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3.1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社

会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价值体

系。在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时,必须充分继承这一宝贵财

富。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的精髓,如“以和为贵”、“法不阿贵”、“礼法并用”等思

想；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制度,如古代司法制度、法

律教育制度等；弘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精神,如公平、

正义、诚信等,这些精神是法律文化的核心,也是法理学话语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借鉴

意义。 

2.3.2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经验。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法治建设经验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构建法理学中国话

语体系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深入研究国外法治建设的

理论和实践；了解不同法律体系和法治模式的特点和优势；借

鉴国外法治建设中的先进制度和技术,如司法独立、法律职业共

同体、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等,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3 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具体路径 

法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实践性等特点,这些

特点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还体现了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的精髓和要义,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

新时期新阶段的不断创新发展。遵循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构建

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具体路径设计可从加强法理学研究、推动

法治实践、拓宽国际交流三个方向展开。 

3.1加强法理学研究 

3.1.1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概念和标识：鼓励法学界

对法理学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如法律本质、法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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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法律关系等,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注法理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如科技与法律、人工智能与法律、

全球化与法律等,通过深入研究,提炼能够准确反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本质特征和实践经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

学概念和标识。 

3.1.2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完备的体系：法理学中国话语体

系应该是一个逻辑严谨、结构完备的体系。它应该包括法理学

的基本范畴、基本原则、基本规律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这些内容

之间应该相互补充、相互支持。 

3.1.3推动法理学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时代化。将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相结合,关注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及

时调整和完善法理学话语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法理学话语体系。 

3.2推动法治实践 

3.2.1培养法理学人才：加强法理学专业教育,创新法学教

育方法,培养具有深厚法律思维能力、法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法理学人才,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人才保障。 

3.2.2完善法律实践机制：推动法律实践机制的改革和创新,

如加强司法监督、提高司法效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等,为法理

学话语体系的实践应用提供有力保障。 

3.2.3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

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和约束

力,为法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3拓宽国际交流 

3.3.1推广中国法理学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

国际社会推广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特别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法理学概念和标识,提高中国法理学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和话语权。 

3.3.2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积极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国际法

律合作,为中国法理学话语体系走向世界提供实践机会和平台。 

4 结语 

综上可见,法治思想在构建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过程中起

着核心指导作用。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路径和鲜

明特色,也进一步推动了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生成。展望未来,

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应在法治思想的指引

下,更加注重实践导向、理论创新和国际交流,以更好地服务于

国家法治建设大局,推动中国法治事业的持续发展。首先,深化

法治实践研究。随着法治实践的深入推进,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

将更加注重对法治实践的研究和总结,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以更

好地反映和指导法治建设。这包括对法律制度的完善、法治政

府的构建、司法公正的实现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其次,推动理论

创新。法理学中国话语体系应不断探索新的理论生长点,推动法

理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这包括对新形势下法治建设的新要求、

新挑战进行深入研究,为法治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支撑。最后,提

升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法理学中国

话语体系将更加注重提升国际影响力。通过加强与国际学术界

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传播中国法

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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