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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s the guiding ide-
ology to improve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of rule of law, we should clarify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sense of gain of the 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people’s sense of sense of gain of rule of law, we could find tha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realistic 
reflection of the sense of obtaining the rule of law are interpreted on four levels: sense of gain in leg-
islation, sense of gain in law enforcement, sense of gain in justice, and sense of gain in law-abiding; 
strengthe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fields of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justice and 
law-abiding, and form a good legal environment for scientific legislation, strict law enforcement, fair 
justice, and law-abiding for all people, and ultimately enhance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of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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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应厘清获得感心理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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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治获得感的概念框架，在分析当前影响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因素的基础上，从立法获得感、执法获

得感、司法获得感和守法获得感四个层面解读法治获得感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映照。加强在立法、执法、

司法和守法领域中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形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最终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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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着法治建设向纵深推进，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逐渐提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依法治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我国坚持法治道路提出了更

高要求，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些重要决定和举措是对“以人民为中

心”这一价值目标的践行，不仅推进了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项工作的开展，而且持续不断地提升

了人民群众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方面的获得感。但目前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依然繁重，

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提升的进程还须继续深入地分层次推进。 

2. 获得感和法治获得感的界定 

2.1. 获得感的涵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

后一公里’的关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1]。
人民群众获得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

国改善民生之路所做的进一步探索。 
获得感(Sense of Gain)指一种“获得”、“得到”的真实的感受，在心理学领域，和获得感相类似的

还有安全感、焦虑感、信赖感等心理特质，生物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心理特质是人类长期进化而来的，在

复杂的生存发展环境中，它们对个体适应环境、应对挑战有一定功能，获得感来源于生存发展需要得到

满足，是对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匮乏的缓解[2]。作为一个多维度的复合型概念，获得感不仅包括物质

上的获得，如收入增加、医疗卫生保障充分等，还包括精神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有尊严体面的生活，

获得公平公正的同等权利。获得感是对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的反馈，是对关乎人民群众最直

接最现实利益需求的实现情况和程度的指标考量，然后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主观感受，包含政治、

经济、文化、法治、安全、公共服务及自我实现等多重维度的获得感。 

2.2. 法治获得感的界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法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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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需要获得更多实

实在在的法律服务与保障，国家则需要人民群众在获得相应服务和满足需求之后，对法治建设作出肯定

性的结论，这一结论就反映为法治获得感。法治获得感是获得感的下位概念，本文将其定义为人民群众

基于一定的“法治获得”，根据自身需求，运用自身意识水平、能力及心理特征，对于实际获得的法律

利益或潜在利益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可以认定为法治获得感由立法获得感、执法获得感、司法获得

感、守法获得感四个部分组成。 
法治获得感的概念解释框架可以分为：立法获得感，指的是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地方机关，依照一定

程序制定或修改的法律的满意程度；执法获得感，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

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等活动的满意程度与评价；司法获得感，指的是

人民群众对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这一专门活

动的满意程度与评价；守法获得感，指的是人民群众依据自身主观心理状态、法律意识水平和客观社会

环境，对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全体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规定，

将法律的要求转化为个人行为的满意程度。 

3. 新时代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因素是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分析这些因素应从多维度、多层面出发，通

过区分不同区域与个体进行考察与划分，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客观影响因素：法治环境及其建设、人民群众享有法律服务的客观现

状。具体表现为：法治建设规划的加强，包含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硬件设施等；组织架构的完

善，主要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司法部门和政务服务中心的建设；法治责任的落实，不论是

机关还是个人，应当做到权责分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并承担相应的后果；督察督导的推动，监督是

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廉政勤政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我们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制度运行的保障。法治

环境完善是对我们党推行全面依法治国的硬件保障，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人民群众最期盼的结果，也是增

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首要前提。尤其是当前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与法治基础设施的不配套

所产生的矛盾，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质量。 
第二，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主观影响因素：法治意识、法律知识以及法律心理状态，即法治思维。

不同于法律服务的实际获得，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其主要来源于

法治宣传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社会诚信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法治环境以及实

际获得的了解不足、不知足或者过于知足，都会产生抑制和消解法治获得感的效果，人们的主观心理状

态会影响和制约法治获得感的产生和提升。学习法律知识，确立正确的法治意识，了解我国目前在立法、

司法、执法以及守法方面的状态，有助于人们深刻感受法治环境与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全面把

握公民权利、义务以及社会责任，公平地处理自身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体的信

任倾向和积极情绪倾向与其获得感呈显著正相关，而消极情绪倾向则显著抑制个体的获得感”[4]。人们

对法律越热爱，对社会法治状态公平的信任度就越高，法治获得感也就越强；相反，人们若对法律产生

敌对情绪，或者不知足情绪，则会降低应有的法治获得感。因此，影响人们法治获得感的主观因素也可

以被表达为人们的法治需求观，不同法律需求观念的人对法治获得的评价也不相同。 
第三，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实践影响因素：人民群众在法治环境建设过程中的参与感和参与程度。

法治获得感占比较重的因素，来自于人们对法治文明建设的实践和参与，包括民意调查、民意吸纳和民

意测评。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形成与提升和实践参与，两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首先，通过民意

调查了解人民群众既已存在和缺失的法治获得感。然后，通过民意吸纳的方式充分考虑和吸收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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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需求，将民意吸纳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最后，进行民意测评，检测法治建设的相关成果并

查缺补漏。进行民意调查、吸纳和测评的全过程，既可以增强人们对法治文明建设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推进法治文明建设，也能促进人民群众在法治文明建设中感受共建共享的成果，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

得感。 
第四，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制度影响因素：法治工作机制的建立。除了党和国家在法治环境建设

中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外，在具体实施层面还表现为，立法工作机制、法治政府建设机制、司法改革机

制和法治文化建立机制。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法治国家的建立，党的

十九大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和重要保障，这顺应了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让法治获得感在人民群众

内心产生。而为了稳固和进一步提升当前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满意度，应当将制度落到实处。要推进

人民群众重点关心领域的立法建设，加强立法指导和协调；开展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健全重点领域的执

法监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改革诉讼制度机制；做好法治文化的建设和宣传。人民内心有标尺，从立

法、执法、司法到守法机制的建立，每一个过程都关乎人民群众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评价。 

4. 当前在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中存在的问题 

4.1. 立法缺失动摇法治获得感生成的根本 

法律的背后是利益的调整与分配，立法是对利益平衡和分配的表达，而当前我国个别地区地方立法

存在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地方立法存在利益主体通过立法中带有隐蔽性的操作获得特权的某种可

能，因此，有时面临这样一种状况，利益主体通过介入地方立法程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事实，导致

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具有某种利益倾向，最终违背了公平原则，使得地方保护穿上了合法外衣，损害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此外，公众参与立法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影响人民群众立法获得感，进而影响法治获得感的重要因

素。当前，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高，“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

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

相关的事物”[5]。人民群众立法获得感的程度偏低，公众未能积极参与立法是一项重要的因素。人们一

边漠视当地的公众参与制度，一边在遇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立法出台时却又表现出各种程度的不满。在

地方立法征求公众意见期间，人们往往是从眼前利益出发，对这项立法在个人利益是否有所影响做一个

简单直观地判断，而这些缺乏全局性、前瞻性的误判使人们最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未来当这些

法律法规对其生产生活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时，又会陷入对立法状况的不满之中，人民群众的立法获

得感常常因此而难以提升。 

4.2. 执法不严使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提升缺乏保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当前执法还存在执法不严，法律的实施效果

不明显的情况。如果立法机关制定了法律，但是却得不到有效实施，将法律束之高阁，或者专注于做

表面文章，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是无济于事，故而法律不能仅停留在文本层面，应让人民群众在法

律实施中实实在在地生成获得感，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主抓保证法律的严格实施。做到“法

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而当前存在的许多法律难以执行的情况，例如在食品药品的

监管方面、在建筑规划及城市管理等领域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甚至选择性执法和腐败性执法的问

题，不仅挑战着法律的权威，而且导致人民群众在执法中的获得感越来越低，随之而来的就是法治获

得感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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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司法公信力不足导致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提升缺乏深入性 

良好的“获得”心态是人民群众实现“获得感”的重要保障[6]。而现实中网络舆情与司法审判的冲

突，往往来自于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的不正确认识和评价，然后便对司法审判的结果产生逆反心理，不

愿接受。近年来，药家鑫案、彭宇案、于欢案、李昌奎案以及张扣扣案等，将司法审判与网络舆情的冲

突展现的淋漓尽致，而司法审判的独立、权威、公正、理性等原本应具备的特性，在不断接受来自舆论

的挑战。人民群众深受网络舆情的影响，于是当一个案件宣布审判结果时，人民群众会通过网络言论主

观作出公正与否的判断，而不是寻求专业的法律咨询或利用充足的法律常识解读这些案件。因此，当舆

论并不倒向审判结果一方时，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就会受到冲击。 
司法公信力既是法律权威的体现，也是法治得以实现的根本，其核心要义在于公众对裁决结果的认同

[7]，彰显的是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感，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多来源于此。而目前司法公信力还存

在缺失，人们深受传统法律文化中“权力本位”的影响，信心和认同感的缺失也同样来自于此。在审判案

件过程中，弱势方当事人常常会利用“熟人社会”和“中国式关系”误认为对方存在“托关系”的情况，

忽视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个人获得感的缺失往往阻碍整体获得感的深入实现和提升，人们会随着对弱

势方的同情将这一缺失感延及整体，最终在人民群众这一整体层面上就产生了法治获得感的缺失与不足。 

4.4. 政府带头作用不明显使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提升片面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也随之而觉醒，各种势力之间

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加之自媒体引起的网络舆论将社会矛盾不断扩大，传统行政法制度和新型法治政

府的建立面临全新的挑战。政府在依法行政过程中面临着社会矛盾和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法治政府的

建设是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守法实践和提升守法获得感的首要前提。 
政府公务人员的依法行政和守法意识不强，人民群众往往从一方面延及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对于

政府是否带头守法的判断影响着守法获得感的高低程度。“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对于整个政府队伍的

建设十分重要，简单形式化的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其在面临实际问题时，依然会存在以权压法、执法

不严、有法不依的问题，引导和保障机制的缺失，使人民群众缺乏守法信念，也难以通过一己之力的守

法活动，感受到遵纪守法带来的良好法治获得感体验。 

5. 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路径分析 

5.1. 完善立法保证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提升的基础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

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8]。在立法层面，应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法律的不断完善，确保法治获得

感的产生。 
树立人大主导立法的理念，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合法化。在现代法治国家，各国在程序正

义优先上已达成共识，皆认为立法程序公正是保证立法质量的前提。地方立法应遵循必要程序、立法听

证制度、重要法规法案委托起草制度等[9]。一方面，坚持民主立法，立法机关的代表常常缺乏法学理论

基础和专业知识，在立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专业问题处理不当[10]。此时，应当允许人民群众将涉及自身

利益的诉求表达出来，通过吸收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完善立法，与特殊利益主体进行博弈，顺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法治环境的期盼，夯实法治需要和感受。另一方面，建立立法辅助机制，引入第三方参与

立法。由于当前地方人大成员来源广泛，且专业性不足，亟需引入立法顾问和助理，建立健全立法辅助

机制。而立法顾问和助理均来自于人大机关之外，有利于提高立法民主程度，也有利于协助立法机关弥

补掌握信息不全的缺陷，使人民群众在立法的过程和结果中提升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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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公众参与立法的激励机制。地方人大立法加入公众参与，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活动，既然是集

体活动，就面临一些共性困境。人民群众一面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高，另一面在立法过后，面临切身利

益时，又会反过来揣测立法的合理性。因此，激励人民群众参与立法需要双管齐下，既要给予已参与进

来的公众以奖励，例如误工补贴、交通补贴、用餐补贴、住宿补贴等，或是颁发证书和嘉奖。同时，又

要监督立法机关落实公众参与制度，未按程序落实的机关应给予相应惩罚，防止地方人大从根源上将这

一制度虚化。推动立法工作实现全民性，从立法中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完善地方立法评估制度，科学化、规范化地检验地方立法成果。通过引入公众参与和专业化队伍相

结合，衡量和判断是否真正达到立法的预期效果，从而返过来对前置程序或机制做进一步的改善。其一

是建立符合地方发展的立法评估指标体系。在此，应采取专业化评估指标与社会效果评估指标相结合的

方式，构建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就业、社会公共服务及价值观形成的指标。其二是依靠人工智能完善量

化评估方法，得出精准的数据对立法进行测度，进一步提升法律价值评估的实效。其三是引入第三方评

估机构，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和人员的信息库，在评估过程中，委托多家评估机构，比较评估结果以确

定其合理性，得出较高质量的评估报告。进行评估的落脚点应在于完善地方立法，推动评估结果在实践

中的运用，提升地方法治化水平，加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5.2. 严格执法确保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再生性 

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厘清政府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的界限，明确政府的权力

来源和运行边界，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法行政。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尤其是与人民利益相关

的职能应通过依法行政表现出来，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下大力气解决人民群众深恶痛

绝的事情，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感受，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在执法中的获得感。“涉及到群众的问

题，要把握社会心态、群众情绪，考虑执法对象的切身感受，规范执法人员的言行，推行人性化执法、

柔性执法、阳光执法，不搞粗暴执法、‘委托暴力’那一套”[11]。将行政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当然，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需要以人民群众了解政府权力运行为基础，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府才是群众

满意的政府。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升人民群众执法获得感。一方面，强化基层执法力量，将法律落到实处，

在把执法力量尽量下沉到基层的同时，也要保障行政执法机关的独立性，避免行政机关沦为地方利益保

护伞，加强在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等重点领域执法。另一方面，推进文明执法，

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和政府自由裁量权。“要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对保留审

批的事项，公开流程，提高透明度，压缩裁量权。对权力集中的部门或岗位要进行权力分解，以防止权

力滥用”[12]。因此，应根据行政执法的共性和特性，建立行政裁量制度，使人民群众在法律的实施中提

升法治获得感。 
建立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地方特色、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情况以及公众民意，建立科学合

理的法治政府评价体系。其一，挖掘地方特色，以规范性和科学性为前提，构建特色指标，提升地方政

府的法治化水平。其二，吸引社会力量加入指标体系繁简得当的建设，加强指标针对性，消除指标繁冗

性，针对一些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细化指标分类，切实有效的对其进行评估。其三，注重指标体

系的试运行和试评工作，针对发现的不完善之处及时修改。通过建立地方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更全

面的吸收专业化和公众化的意见，加强人民群众对地方法治文化的理解，提升法治获得感。 

5.3. 公正司法保证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提升的实在性 

司法公平和正义是人民群众对一个案件满意与否最直接的判断，减少舆论案件的不良倾向，提升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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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信力，使人民群众知法信法，乐于接受司法机关的裁判结果，增强司法获得感。加强法院与媒体融

合机制建设，完善法院与媒体沟通机制，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全面性，新闻媒体长期停留在有限的认知中，

无法客观专业地解读司法审判行为，而公众对案件不断增加的知情需求，媒体对司法审判信息掌握的不

及时和不全面就成为了主要矛盾之一。在舆论案件中，法院有责任回应媒体和展示案件真相，正向引导

公众情绪，让人民群众及时在舆论案件中将负面情绪抽离出来，以免降低司法获得感。另外，在面临舆

论突发状况时，法院宜将整个审判程序一以贯之，明确责任并对瞒报、谎报、晚报网络舆情的个人和单

位给予惩罚措施，形成应对舆情的规范体系，第一时间解决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的不良因素。 
提升网络媒体法治素养，增强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如今，媒体是人民群众解读司法的最广泛和

最快速掌握信息的来源，人们通过媒体可以快速了解社会热点问题，掌握案件进展，而媒体也因其特性

成为法治宣传的中坚力量，这更需要媒体对自身进行规范管理，加强其对司法审判在法律层面的解读，

提升法治素养，实现司法立场。邓小平同志曾说：新闻舆论能产生巨大影响[13]。网络媒体具有较强的时

效性，因此对人民群众的影响也快速及时，媒体在面对焦点案件时，应当客观公正地采集报道素材，经

过客观的审查和筛选后，对相关报道进行编辑。通过法律视角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避免具有偏向性的

言论，树立责任感引导社会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其一是培育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忠诚于宪法，忠实

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规范权力和保障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应当增强权力拥有者和

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最终是为了确保司法的独立与公

正，培育司法公信力。其二是应当坚持司法公开，维护既有法律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真正实现“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通过审判流程、裁判文书以及执行信息的公开，不仅保障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而且将法官的司法行为纳入规范，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从司法中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5.4. 政府带头守法确保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提升的全面性 

守法是一种社会行动的逻辑，具有观念和意识层面的维度，从静态的法律规则到动态的行为方式，

可能经历法律规则被传播、选择、习得、认可、内化、行动的过程。[14]守法可以被作为评价人民法治获

得感高低的一个动态标尺。因此，政府及领导干部应带头守法，让人民群众在有规则的政府带领下持续

全面地提升法治获得感。 
一些领导干部，停留在因惧法而守法的层面，这是我们的法治短板，也是人民法治获得感的短板。

政府及政府领导干部应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

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将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变成实际行动。将法治素养纳入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势在必

行，将是否依法办事、是否遵守法律作为领导干部的考察内容，在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将守法作

为公共性的新型生活方式，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建设法治社会，需要领导干部引导人民群众主动地、自觉地遵守法律。向公众推崇法治理念，形成

不违法的社会氛围，消除人们为避免法律制裁而守法的观念，引导自觉自愿守法。其一，通过领导干部

的守法言行，对人民群众产生带动效应，增强人民群众自觉守法的情感和信心，带领人民树立法治观念，

形成守法自觉性。其二，通过多样化的法治宣传和教育，促使人民群众形成守法思维，依托机关单位、

民间组织和互联网媒体，形成多元化结构平台，增大法治教育输出内容比例。其三，领导干部要下基层

宣传法治，建立基层法治振兴工程，亲力亲为向人民群众进行普法教育，形成良好的学法风尚。 
建立守法评估体系，测量和感知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守法情况，从而挖掘其守法因素，通过评估

结果促进全民守法。一是扩大守法评估参与面，不同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治评估只有少数人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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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守法评估应涵盖区域内的所有领导干部和群众，使每一位公民的守法情况得以测度。二是科学合

理地设置评估体系指标，避免指标的不科学性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既要保持地方特色指标，也要兼顾

指标的稳定性、灵活性。三是量化评估方法，将法学研究视角与指标量化分析相结合，创新研究思路，

将调查得来的数据予以测算，制作从宏观到微观、定性到定量、抽象到具体的评估报告，切实反映社会

守法状态，倒逼法治建设的完善，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一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美好蓝图，将全面依法治

国的论述推向了全新高度。崇尚法治应当做到心中有民，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才是

真正的法治。因此，我们需要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作为重要切入点，从中寻找当前法治大环境的不足之

处，在提升法治获得感的过程中，推进我国法治国家的全方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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