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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中国社会的根和魂，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乡村现

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强法治乡村建

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保障、基础和支撑，也是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提高乡村的经济活力、激发其发展潜力，这

是立足于新时代的定位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而做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目标，并强调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法治乡村建设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影响深刻

的综合工程，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立足实际，

全面把握、科学分析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坚持和遵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健全涉农法

律法规体系，增强农民的法治意识，不断提升乡村法治

建设的实际成效。

法治乡村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1、农民法治意识不强

乡 村 振 兴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始 终 是 农 民 ， 增 强 农

民的法治意识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

素 。 由 于 区 域 发 展 不 平 衡 ， 一 些 地 区 农 民 法 律 意 识 较

强 ， 习 惯 于 通 过 法 律 手 段 捍 卫 自 身 权 益 、 解 决 实 际 问

题。一些地区农民思想保守，当出现纠纷时，双方往往

通过私下协商解决，缺乏通过法律途径来保卫合法权益

的主动意识，对法律法规缺乏信任。这一方面是封建落

后思想与根深蒂固的习俗观念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农

民受教育程度低，对不同类别的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把

握不准，对一些法律条文理解不深、认识不足，甚至不

知道哪些行为违法、哪些行为合法，不知道如何诉诸法

律途径。此外，由于长期受“以和为贵”思想和农村小

农 思 想 的 影 响 ， 部 分 农 村 地 区 还 或 多 或 少 存 在 着 “ 耻

讼”“厌讼”的观念和思想，农民遇到法律问题或纠纷

时，习惯于采取私了方式息事宁人。

2、法治体系不够健全

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短板和弱项，尤其是在实践性、

适用性方面存在不足，甚至一些法律还只是暂时性的，

缺乏长期的可行性。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与农村问

题、农民利益密切联系的立法较为薄弱，立法质量、立

法数量有待提高。一些地方在立法、执法过程中片面强

调工作任务的完成，将法律的强制性视为立法、执法的

唯一标准，不利于法律规范、引导作用的发挥，制约了

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1]在执法层面，少数农村地区还存

在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公正的现象，个别执法人员

专业素质、专业能力偏低，纪法意识薄弱，缺乏对法律

法规的敬畏心理，对违纪违法行为心存侥幸，应具备的

法治素养不足，责任意识、宗旨意识、服务意识不强，

这些都给法治建设和执法工作带来了阻碍和消极影响。

3、法律服务供给不足

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局限，法律

服务供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方式和内容与日益增长

的需求不相适应。比如涉及到侵权违法犯罪行为、家庭

赡养与邻里纠纷，土地、民事借贷纠纷等方面，这些都

需要专业的、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合

法权益。 [2]当前，农村地区法律服务供给总量与需求总

量并不对等，甚至远远低于需求量。从横向角度来看，

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影响下，农村基本服务供给总量不

足，在青少年教育、医疗卫生和法律服务方面的缺失尤

为明显。从纵向角度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法律服

浅析乡村振兴视域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路径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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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保障、基础和支撑。在对法治乡村建设面

临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增强农民法治意识、健全农村法治体系、拓宽法律

服务领域、创新法治工作方式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