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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首先要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法治建设的内涵,把握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 4个

维度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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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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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dvance the rule of law

in an all-round way. First of all,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must be defined and its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be grasped. On the basis, the principles and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re studied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scientific legislation, strict law enforcement, fair justice and law-abiding by

the whol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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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全面依法

治国的重要途径。从国家层面来说,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包括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包括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将其融入法治建设不是简单生硬地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添加在法律条文中,而应将其

具体内涵融入到法治建设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这

个过程从立法开始,一直到执法、司法、守法。不仅

仅是融入于法条的具体内容,更是要融入到法律的

精神当中,融入到每一个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

守法者的思想观念之中。这既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法治保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法治建设也是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2016年 10月 11日,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1]。同

年 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

强调要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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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

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

径。2018年 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立法修法规划》(《规划》)要

求着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

废释的全过程 [2]。从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来看, 必

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使思想道

德根基与法治建设紧密融合。

1 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

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本质上即是道德

与法律的关系的问题。现代自然法学派富勒教授认

为: “法律离不开道德和具有道德性,并认为不具有

道德性的法律就不再具有法律的权威和效力”[3]。法

律必须以社会最高的社会道德——正义作为其追

求的目标,法律自身的制定、解释、实施也必须符合

道德的要求。2013年 2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 4次集体学

习时提出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

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2018年 4月 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要牢记烈士精神,不

得破坏、侵占烈士纪念设施等,国家保护英雄烈士,

对英雄烈士予以褒扬、纪念, 加强对英雄烈士事迹

和精神的宣传、教育,维护英雄烈士尊严和合法权

益。全社会都应当崇尚、学习、捍卫英雄烈士。从当

下我国立法实践来看,国家愈发重视道德或者说价

值引领的作用。从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关系来看, 公

丕潜教授认为: “法律是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群体

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集中体

现”[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对法律

离不开道德或者法律具有道德性的承认与落实,也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

实践。只有坚定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 才能更好地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的

现代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都深

刻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与法治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因

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法治建设不仅必要

而且可行。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的路径

根据《规划》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

调,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必须与

这四方面紧密的结合起来。

2.1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科学立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立法一

般包括法律的制定、法律的修改以及法律的废除和

法律的解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的方

式即是融入法律的立改废释。根据法律效力位阶划

分,可以在立法方面分为融入宪法、融入法律、融入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

2.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宪法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体系,首先要

融入宪法。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 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2018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

案将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从

而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宪法地位。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素在宪法中也得到相应体

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性的直接体现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的 “各民

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

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就深刻体现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 “自由”。第二章第

三十三条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深刻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平等。除此之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

面的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明确写入宪法的序

言当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要素也都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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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鉴于此, 为更好地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宪法,应当在今后宪法的修

订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更加明确地载入

宪法。

2.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

法律条文是构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石,也

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民事立法与修订中融

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更好地落实民法精神,

保护社会交易的公平正义等。2020年 5月 28日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就充分

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张法是由国

家制定并且认可的规范体系,所以要在法律规范中

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波斯纳 [5] 在其著作《法

理学问题》中谈到法理学具有极大的实用功能,在

民法中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正是法理学

实用主义的体现。在《民法典》第一条明确了立法

目的: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

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

本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民法典》立

法目的之一,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民主、

文明、自由、平等、公正、诚信”6个关键词作出了

阐述。在刑事法律修订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坚持宽严相济的修订原则,对于严重危害社会安

全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对于情节轻微的,可适度把握

从宽处理,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作用。

2.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

政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度制定的政治、经济、教

育、科技、文化、外事等各类法规。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

推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等融入行政法规,对政府而言,有力于增加

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的执行力, 而政府公信力

的增强反过来又有利于依法行政的推进和法治政府

的建设,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

2.1.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

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执行和实

施法律、行政法规, 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

实际需要,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发布并报全国人大

常委和国务院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在地方性法规的

制定与修订过程中应立足于本地的具体情况,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坚持科学立法,自觉将自

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素

融入具体法规内容当中,不断完善地方性法规;融入

到立法修法的具体过程中,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专家

的意见,让整个立法过程成为全民参与、共献智力

的过程。

2.2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严格执法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指出: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

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负有

严格贯彻实施宪法和法律的重要职责,要规范政府

行为,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执法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狭义上的执法是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

彻执行法律的活动,或称为行政执法。

2.2.1 充实执法依据,增强严格执法公信力
行政机关是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来传达行政执

法,该文件连接了科学立法与具体行政执法行为,因

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通过执法机关的规范性

文件来传达社会理念,同时加强规范性文件的法理

说服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进行分

析并做分类,将不同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不同领域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相对应。在道德、伦理

价值比较敏感的领域,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增强执法机关在信息保护、负面文化打击中的

公信力。

2.2.2 提升执法行为的社会影响力, 增加公众参
与度

严格执法除了可以解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

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与整个社会利益相一致下,还可

以对特殊行政执法主体之外的一般社会群众形成积

极的法治引导。

在具体案件严格执法中征询社会群体意见,通

过利用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特定的执法环节要求社

会群众积极参加。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建立非本

案执法的人民群众与本案的非涉事性联系,要在严

格执法的程序上重点关注涉及到社会、国家利益的

执法程序,增加此类案件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加

大实际案例的教育作用,增加社会道德伦理在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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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宣传。

2.3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正司法

司法的特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紧紧契合

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需要明确要求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正司法之中。

2.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的说理

陈绍松 [6] 认为: “裁判说理是一门说服的艺术,

司法裁判必须在既有的法律规范的制度体系的约束

下,也必须面对社会大众的普遍诉求”。首先要厘清

司法裁判的价值取向,为保证全面依法治国顺利实

施,在司法裁判中必须坚持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并

在判决法理中说明该价值取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集中体现了社会道德伦理、人民基本行为规范,

其融入公正司法可以明确司法判决的价值取向。在

司法判决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提升社

会风貌、防止西方负面价值观的不良影响,促进国

内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环境的形成。

其次强化阐明案件判决的情理说明,徐骏 [7] 提

到: “裁判文书不仅具有解决纠纷的功能,同时还有

教育的功能”。裁判文书使用有限的文字数量向原

被告和社会群众说明整个案件的过程,通过对案件

实情的陈述、法理与情理的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当前社会都可以接受的价值标准,社会群众

不存在抵抗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正司

法,不仅更易于案件双方接受司法判决结果,还可以

为社会群众提供教育典范,引导社会正确了解接受

案情,也照顾了群众对司法判决的情感诉求。

杨长泉等 [8] 谈到: “司法是面向社会纠纷、社

会矛盾的专职性、技术性活动,司法过程是一个平

衡利益冲突、价值冲突, 在此基础上定纷止争的过

程”。因此最后要加强案件裁判文书的法理说明,法

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内涵之一,同时自

由、平等、公正等内涵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最终追

求,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有利于法律

规范解释的合理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

法律规范中的条文相互对应、印证, 将艰涩的法律

术语用群众懂得的方式清晰阐释,拉近司法与群众

的距离。

2.3.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法官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法官对案件作出正确

的判决,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涉及到道德的裁

判提供思考的方向,在涉及到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案

件中, 应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 秦策

等 [9] 认为: “道德的个案裁判中应当妥善处理道德

与法律的关系,在法律与道德相冲突的情形下,司法

裁判不应该直接对立社会道德”。法官援引核心价

值观,沿着其指向不断的在冲突性规范与例外性规

范之间反复揣摩,并最终提出新的法律适用方案。

利用核心价值观解决价值冲突问题,在案件的

司法判决中,法官通过做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致的判决, 可以有效地解决价值冲突的问题。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接纳的,同

时也主导着人们对于司法判决的价值判断。在核心

价值观的指导下,摒弃违反核心价值观的理念,阻断

负面价值观的蔓延,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4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全民守法

全民守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会议

上强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全民守法”。

这要求所公民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而守

法又是公民的自觉性的行为,诚如学者黄明理所言:

“核心价值观法治化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我们将

以刚性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在人民心中生根发

芽,使人民将其视为内心最尊贵的法”[10]。公民守法

的动力来自于遵守法律的心理驱力以及公民理性的

对于非法欲望的抑制,这抑制主要是来自于公民的

道德修养。提高公民的个人道德修养进而提高全民

的守法意识,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全民

守法之中。

2.4.1 培养规则意识, 提倡传统美德和现代社会公
德、私德

坚信规则是人们遵守法律的内在动力。在实践

中公民道德和法治观念决定人们规则意识的高低,

守法机会主义者是否遵守法律取决于个人利益的

衡量,即只在乎违法成本的高低,例如 “中国式过马

路”, 利用人多闯红灯难以处罚的漏洞。因此, 守法

机会主义者使部分刚性法律易受侵害。为了加强规

则意识,应当尽可能利用各种途径宣传法律,使人们

在了解法律的基础上遵守法律。积极惩戒违法行为,

不可姑息,将教育和警告相结合,营造良好的德治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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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打造用法、守法思维,提高法律素养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 “关键少数”的作用,用 “关

键少数”对法治的态度和信仰来提升人们对法治的

期望和认可。中国悠久的 “人治”历史使百姓对领导

干部充满希望与尊重。领导干部需要坚持学习法律

知识和锻炼法治思维能力,解决问题和矛盾时要按

照法律要求,坚决抵制裙带关系,为人民群众树立好

榜样。

2.4.3 推进诚信建设,打造守法环境
诚实守信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也是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要求。不能做到信守承诺,

遵守契约规定,即可能会不遵守法律,缺少社会道德

观。诚信建设需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进

行倡导和发扬,建立和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和第三方

监督制度, 确定 “良法善治” 得到整个社会的遵守,

从而实现全民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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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我校科技园正式获批为国家大学科技园

根据《科技部教育部关于公布第十一批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结果的通知》,我校科技园正式获批成为第

十一批国家大学科技园。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大学科技园始建于 2014 年 7 月, 同年被列入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管理范

畴。2016年 8月被认定为上海市级众创空间; 2019年 7月,大学科技园浦东校区孵化基地项目获上海市科委

批准立项; 2019年 9月获批成为上海市大学科技园培育工程; 2021年 4月入选上海市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培

育体系。经过近 7年的发展,我校大学科技园功能布局基本完善,不仅可以有效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及

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也可以推动学校创新资源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业孵化、创新人才培养和开放协

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