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依 法 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笔谈

如果我们真正做到将和谐精神导入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之中
,

并且统领
、

协调和升华各种法律价

值
,

必将使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超越西方传统法治而走向善治
。

依法治国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推进

李 步 云
‘

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在五个方面
,

发展 了邓

小平理论 : 一是通过党内的和国家的民主程序和法律形式
,

正式将这一治国方略确立下来 ; 二是发

展与丰富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理念 ; 三是第一次在党和国家的历史 卜采纳 了
“

法治国家
”

的概念并将其确立为奋斗 目标
; 四是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推进了法治国家建设

,

尤其是将人权保障

写进宪法 ; 五是将 民主法治从精神文明的范畴 中独立出来
,

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

从而提

升了民主法治人权的战略地位
。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

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
,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

是决定当

代法治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
。

在未来五至十年内
,

以下问题的解决如果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
,

将

有力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

一
、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上
,

通过制定新闻法
、

出版法
、

结社法和完善选举法
,

在扩大信

仰
、

表达
、

结社
、

选举
“
四大 自由

”

的自由度方面取得较为明显的进展
。

二
、

继续扩大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
,

在立法
、

执法
、

司法和法律监督的各个环节
,

进一步提高

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

三
、

在作出必要保 留与解释的条件下
,

正式批准加人 《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四
、

依法治国
,

重在依宪治国 ; 要树立法律的权威
,

关键在树立宪法 的权威 ; 建立宪法实施监

督制度已刻不容缓
。

五
、

在全方位完善和加强权力监督体系的同时
,

应特别关注对党政
“

一把手
”

的权力制约与监

督
,

从国法和党规上有效规范各个领域主要负责人的权力运作
。

六
、

在法律平等上
,

坚决贯彻
“

诉讼两造地位平等
”

原则
,

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应有权利
。

七
、

应通过修改现行宪法第 126 条
,

明确肯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

不受
“

任何机关
”

而

不仅是
“

行政机关
”

的干涉
。

对法院
,

党要领导
,

人大要监督
,

但不能干涉
。

八
、 “

科学执政
、

民主执政
、

依法执政
”

的关键在
“

依法执政
” 。

应在广大党员中牢 固树立国权

大于党权
、

国法高于党规的理念
。

如何从制度上具体解决各级党的组织切实依法办事
、

依法执政
,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

社会主义宪政是法治发展 的高级阶段

徐 显 明 “

社会主义宪政是法治发展的高级阶段
。

法治
,

作为百余年来 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业
,

在建国后

经历了五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初步探索
、

基本制度的奠定期
,

自 1 9 4 9 年始
,

止

于 1 9 5 6 年 第二个阶段为中国法制的破坏期
,

始于 19 5 7 年
,

止于文革结束
。

此阶段提供的教训已

成为中国法制的重要财富
。

第三个阶段为法制重建期
,

始于 1 9 7 8 年改革开放
, “

有法可依
、

有法必

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 必究
”

为此 阶段 的指导方针
。

第 四个 阶段 为
“

依法治 国
”

方略确立期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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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7 年开始
,

在党的文件和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正式出现 了
“

依法治国
”

的措词
, “

依法治国
,

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于 1 9 9 9 年人宪
,

使得
“

依法治国
”

方略获得了宪典权威
。 “

法治
”

具有了超越

法律工具主义乃至超越
“

法治
”

本身的深广意涵
。

第五个阶段笔者将之概括为宪政建设阶段
,

始于

2 0 0 4 年
。

2 0 0 4 年举行了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 50 周年纪念活动
,

提出了实现
“

党的领导
、

人民当家作

主
、

依法治国
”

三者的有机统一的主张
,

提出了科学发展
、

以人为本
、

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执政思

路
。 “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

这一纲领性的人权条款在 2 0 0 4 年得以入宪
,

《监督法》在 2 0 0 6 年完成

立法程序
,

关系国计 民生基础的 ((物权法》在 2 0 0 7 年高票通过
,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 国家的法治发

展已经进人关键时期
。

中国法治发展的脉动
,

促使法治建设要走出分散性的经验摸索阶段
,

进人整体性的理性筹划阶

段
。

如果将
“

依法治国
”

方略的确立视为法治生活方式的选定
,

那么现在就要站在高处思考我们将

要把这种生活方式奠立在何种基础之上
。

笔者认为这一基础不具有可选择性而具有惟一性
,

那就是

社会主义宪政
。

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宪政做一个拟人化处理
,

市场经济就是宪政 的
“

双脚
” ,

没有

市场经济
,

宪政就没有立足之地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政 的
“

心脏
” ,

把党 的领导
、

人民当家作

主
、

依法治国这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惟一制度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它是宪政的动力装置 ; 自

由是宪政的
“

血液
” ,

它为宪政躯体提供必需的营养 ; 平等是宪政的
“

眼睛
” ,

它为宪政提供制度观

察的视角 ; 人权保障是宪政的
“

灵魂
” ,

它为宪政提供方向指引 ;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宪政的
“

大

脑
” ,

它为社会 主义宪政提供的是政治领导权
。

除 了上面的要素外
,

宪政躯体各部分一定是各负其

责的
,

所以权力依照宪法实现有效分立就成为宪政的应有之 义
。

另外
,

宪政躯体还要有 自己的解

毒
、

排毒系统
,

违宪审查制度就成为必要
。

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

王 家 福
‘

19 9 7 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依法 治国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

19 9 9 年全 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
,

将
“

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写入宪法
,

从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 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 目标
。

这是中国在宪政体制上彻底否定人治
,

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道

路的划时代的进步
。

这一我国法治建设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纪念
。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体现 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

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
,

反映了建设富强
、

民

主
、

文明
、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

代表了全党
、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

利益
。

十年来
,

在党的领导下
,

我们认真实施了依法治国方略
,

在树立法治观念
,

依法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
,

依法民主科学立法
,

依法行政
、

建设法治国家
,

依法公正
、

独立司法
,

发展法律服务事

业
,

进行普法教育
,

逐步把政治活动
、

经济活动
、

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纳人法治轨道
,

取得了举世

瞩 目的成就
。

但是
,

十年的进步和成就与人民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期望和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

因此
,

我们在回顾历史
、

盘点成就
、

总结经验的时候
,

还应该探索今后如何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
,

全面落

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

争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为此
,

我们必须继

续开拓进取
、

做好以下工作
。

第一
,

要进一步提高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 自觉性和水平
。

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情况如何
,

涉及

到经济的发展
、

政治的昌明
、

文化的繁荣
、

社会的进步
,

直接关系着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长

治久安
。

整个 国家从上到下都应该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

提高实施依法治国的 自觉性
,

提

升依法治国的水平
,

把宪法和法律作为一切活动的准则
。

第二
,

更好地规范和监督权力
,

保证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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