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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成立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觀察 

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蔡文軒主稿 

 

 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今年 8月召開首次會議，習近平擔

任主任，成員包含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等相關部委。

習藉此親自監管施政，強化其個人威信。 

 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審議相關法案，逾越憲法賦予職能，剝

奪「全國」人大立法權限，未來或將凌駕「全國」人大之上，並

將研擬加強社會與人民監控法律，促中共以依法治國為名，行社

會維穩之實。 

 依法治國委員會從黨務中央領導小組，掛靠至國務院政務系統，

名為對中央部委的重視，實則形成黨政不分的機關合流。 

 

 2018年 3月兩會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方案」，宣布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以下簡稱「依法治國委

員會」），作為中共的決策議事協調機構之一，主要職能在於負責全面依

法治國的頂層設計、總體佈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和督促落實。事

實上，依法治國委員會的前身為去年「十九大」上所成立的「中央全

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從臨時性的領導小組，擴大為規模更大且具

有常態性機構的委員會，凸顯中共對此之重視。此外，在人員組成方

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不出意外，由習進平擔任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為副主任；

其日常辦事機構則設立於司法部，由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出掌辦

公室主任一職；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司法部部長傅政華則兼任

辦公室副主任。以下臚列依法治國委員會成立後的發展趨勢。 

 

（一）強化習近平個人威信 

依法治國委員會的成立，意在強化習近平的個人權威。今年 8月

24 日，依法治國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中不僅強調對「習近平

思想」以及其重要講話的學習，是落實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被視為

習近平親信的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陳一新，更在會後接受中央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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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採訪，強調該委員會設立的其中一項目的，在於「加強黨對全面依

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由此可見，在當前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

中央，強調黨的統一領導，自然是對習近平集中權力的語境包裝。其

次，依法治國委員會具有部會統籌與協調的功能，其組成單位應包含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公安部、國

安部、中宣部、國家信訪局等。換言之，上述部門的一把手未來將處

於習近平的直接領導之下，有效擴大習自身對施政的監管，強化其在

黨國體制下的個人威信。 

 

（二）削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權 

依法治國委員會的成立，將造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

限被削弱，並從根本上阻礙中國大陸的法治建設。雖然，「全國」人

大在過去就時常被外界視為「橡皮圖章」，但是在憲法對其最高權力

機關的地位保障下，「全國」人大仍能發揮一定的法案審議作用。然

而，有報導指出，在依法治國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中，除了強調依法

治國的相關指導原則外，更同時審議「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

院組織法」兩份法律草案。換言之，依法治國委員會已超出憲法的規

定範疇，遂使中共中央直接掌握法案審議職能，進而剝奪「全國」人

大在立法權限上的行使，導致其整體功能再次被削弱。事實上，在中

共大力提倡法治建設工作的同時，依法治國委員會的作為卻出現帶頭

違法之嫌，無疑是對現有法律體系的進一步破壞，更無需期待該機構

是否真能對法治建設有其他具體貢獻，甚至可以預期，依法治國委員

會未來將完全凌駕於「全國」人大之上，成為名符其實的最高權力機

關。  

 

（三）成為維穩的重要工具 

依法治國委員會的成立，將成為中共限制民眾自由，加強社會控

制與維穩的重要工具。據報載，當習近平於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發表講話的同時，中共公安部發布「公安機關維護民警執法權威工

作規定」，內文提到「警察個人在執法過程中若有侵害民眾權益，無

須承擔法律責任」。該項規定不僅大大提升警察權威，甚至被外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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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有迫害維權人士之嫌。由此可見，中共對於法治的提倡主要採取

兩手策略，一手提倡依法治國；一手則經由法規的制定，強化國家對

社會的控制能力。因此，有論者指出，中共的依法治國僅走形式主義，

甚至是以法治之名，行監控之實，主要目的仍在於維繫中共政權的穩

定延續。預期未來中共將透過依法治國委員會，研擬更多足以弱化社

會自主性的法律條文，致使「惡法亦法」將成為中國大陸法治建設面

紗背後的真實情況。 

 

（四）名為國務院政務系統，實質劃歸黨務系統，形成黨政

不分 

事實上，在今年 3月的國家機構改革中，中共大多以「行政取名，

黨務取實」作為機構變革的主要原則，諸多原國家機構的相應職能，

皆被劃歸至中共中央的黨務系統，只是名字仍掛靠於國務院序列當中，

依法治國委員會即為其中一例。雖然在表面上，該委員會從黨務系統

的中央領導小組，轉移到屬於國務院的政務系統，且提升至委員會層

次，這種看似凸顯中共對政府部委的重視，實則形成黨政不分的機關

合流。綜上所述，本次依法治國委員會的成立重點，不僅強化中共領

導人權威，甚至超脫憲法規範，擴大黨指揮槍的實際效用，進而有效

鞏固黨國體制的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