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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培训背景与意
义



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通过法治手段解决社会

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维护社会稳定

法治保障公民权利，制约公权力，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

促进公平正义

法治为市场经济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环境，推动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推动经济发展

法治社会建设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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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法治政府建设

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干部需具备相应的法治素养和法律知识。

应对复杂法律问题

当前社会问题日益复杂，涉及法律事务增多，干部需提高法律素养以

应对。

树立法治思维

干部需树立法治思维，在处理问题时遵循法律原则，推动法治实践。

干部法治素养提升需求



培训目标与期望成果

增强法治观念

通过培训，增强干部的法治

观念和法律意识，提高法律

素养。

使干部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

的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知识

储备。

掌握法律知识

培养干部运用法律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推动法治

实践。

提高法律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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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基本原则与概
念解读



法治国家基本原则阐述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

都必须无条件地严格执行和遵守国家法律，

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合法原则

社会主义法治应反映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人

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现人民

内部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的民主。

国家法律体系应该是统一、协调、完整的，

不同法律之间不应存在矛盾，确保法律的有

效实施。

民主原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

律的特权，保障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

义务。

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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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 统一原则



法律体系及法律层级关系介绍

法律体系

指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为

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

整体。

法律层级关系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依次具有相应法

律效力，确保国家法制统一。

法律法规分类

根据法律的性质、内容和制定程序，

将法律法规分为不同的类别，如民事

法律、刑事法律等。

法律法规的效力范围

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具有不同的效力

范围，下级法规不得与上级法规相抵

触。



法治精神与核心价值观

法治精神01

尊重法律权威，坚持依法办事，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

核心价值观0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

法治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03

法治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保障，通过法治手段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核心价值观也是法治

建设的指导思想，引领法治建设方向。

培育法治文化04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治意识，营造良好的法治

氛围，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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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在法治建设中
的职责与作用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推进综合执法，减少执法层级，提高执法效率；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

人员素质。

依法行政原则
干部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和合理性。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纳入决策过

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依法行政原则及实践要求



干部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不得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范

围。

权力行使的合法性

坚持执法公正，不偏不倚；遵循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注重执法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明确执法责任，建立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或不当执

法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执法责任制的落实

干部在执法过程中的权力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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