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笔谈

权力依法正确
、

有效行使
。

依法治国的重点是治权
、

治官
。

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

只有

权力得到有力的规范和监督
,

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各种违法现象
,

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
。

第三
,

要更

好地完善市场经济法治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

依法规范
、

调控
、

监管
、

保障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

要注意把国家作为公权力机构和国家作

为所有者
、

出资人区分开来
。

要杜绝权力寻租
、

权钱交易
。

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崇 尚公平正

义
、

追求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
。

第四
,

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依法治国是党

领导下的人民的依法治国
。

人 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
。

依法治国必须以人民民主为基础
。

同时
,

依法

治国也是建设政治文明
,

发展民主的保 障
。

社会 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 主权在 民
,

人 民当家作
。

因

此
,

我们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促进 民主循序渐进地发展
,

使人 民更好地当家作主
。

第五
,

要健全尊

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机制
。

人权是人根据其本质属性要求应当享有的权利
,

关系到亿万人 民的切身

利益
。

我国人权已经入宪
,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神圣的职责
。

我们应当进一步健全人权法律保障

制度
,

把人民的各种权利和 自由维护好
、

实现好
。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兴盛
、

社会才能和谐
、

人 民才

能幸福
。

第六
,

要完善推进科学发展的法治建设
。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

出的战略思想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

核心是以人为本
,

基本要求是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实施事关党的工作大局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
。

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
,

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的指导思想
。

我们不仅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立法
、

执法
、

司法和法律监督
,

我们还应该注意针对城

乡协调发展
、

地区协调发展
、

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

人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
、

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协

调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制定相关法律
,

明确权利
、

义务和责任
,

推进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

第七
,

要

加强社会法治
,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

厉行社会法治
,

维护公民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权利
,

实现社

会公平和正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责任
。

要进一步完善教育
、

劳动
、

社会保 障
、

社会救助
、

社会事

业
、

社会管理以及财政
、

税收相关立法
,

尽快改变我国社会法
、

财政法
、

税务立法滞后的局面
,

防

止有关部门和地方的随意性
。

切实保障公民的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利
,

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提供安宁
、

稳定
、

和谐的社会基础
。

第八
,

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的领导
。

依法

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
,

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伟大事业
。

共产党的领

导是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
。

要把党的领导
、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起来
。

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 的基本路线 和基本方针 的贯彻实施
,

保证党始终发挥统揽全

局
、

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

为了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
,

建议成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

保证

党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实施的组织领导
。

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的领

导下
,

通过全党
、

全 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

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伟业
,

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

辉煌
、

灿烂的前景
。

向民主和法治国家继续迈进

信 春 鹰

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在我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

我国有几千年封建历史
,

能够把依法治国

作为基本治国方略
,

这经过 了多少代人的艰辛努力 ! 回忆当年
,

我们都很理想
,

似乎觉得只要讲依

法治国
,

所有 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 十年后 回首
,

我们发现
,

事实远非那么简单
。

尽管如此
,

我们

还是看到了依法治国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
。

这些进步表现在
:

第一
,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

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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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
,

法治优于人治
、

集体的智慧优于一个人智慧或者少数人的智慧
,

已经是不需要再进行讨论的

真理
。

第二
,

依法治国的理念推进了我国的立法进程
。

制定好的法律已经成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

民

主立法
、

科学立法 已经成为普遍的实践
。

第三
,

依法行政
。

行政权力和法 治是既矛盾又统一 的整

体
。

一位先哲说过
, “

对于行政权力来说
,

法治就是给奔腾的野马套上疆绳
” 。

现在
,

在行政立法领

域
,

约束行政权已经成为行政立法的原则之一
。

这对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

第

四
,

也是最重要的
,

经过十年的努力
,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
、

成为一种价值标准
。

这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

近些年来
,

我的一个工作感受是
,

所有的政府部门
,

最担心的一个指责就是没

有依法
,

或者违法行政
。

如果哪一个媒体指责某个部门的某项行为违法或者法律根据不足
,

这个部

门会非常地紧张
,

有时甚至想让人大站出来证 明它并没有违法
。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进步
,

因

为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感觉到合法性的重要了
。

我把这看作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的一个成就
。

我还想就民生法治谈点个人的看法
。

最近几年
,

因为贫富差距
、

资源破坏
、

环境污染等问题变

得很严重
,

民生问题成为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

民生问题当然很重要
,

重视民生总比不重视民生要

好
。

但是
,

在我看来
,

这不是解决之本
,

解决 的出路在于民主
。

没有 民主
,

民生的逻辑很容易成

为 : 从民生到关怀
,

从关怀到给予
,

由此直至法律工具论
。

我认为
,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

献就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
。

这个理念演变到现在就是讲和谐
,

讲平衡
。

怎么样实现和谐
、

平衡 ? 只

有从民主的视角才能引人权利
,

从权利才能达到平衡
。

和谐社会是博弈的结果
,

而不应该是安排的

结果
。

只有在有权利的情况下
,

每个公民才可 以提出这样 的问题
:

我不在意这个蛋糕 给我多大一

角
,

我在意这个蛋糕属于谁
。

我觉得
,

民生要重视
,

民生法治要强调
,

但是民生 的出路在于民主
,

在于大家不仅仅是被动地分享蛋糕
,

而且主动地参与决策
。

法治的本质与国家的正义

张 恒 山
‘

依法治国的意义不仅仅是强调治 国
、

处理政务
、

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要以法律为依据
,

不仅仅

是强调权力行使要依据法律
、

要受法律约束
,

更重要的是
,

它开启 了人们对国家政治的新认识
,

引

导出关于国家治理的新理念
。

法治的本质就是实现 国家正义
。

正义是 国家
、

社会和谐 的根本性要

素
。

法是正义的化身和表现
。

依法治国
,

就是 以正义为治国之本
,

就是在处理政务
、

分配利益
、

调

整人际关系时以正义为最高指导原则
,

同时也是以实现国家的正义状态为最高价值 目标
。

在我们的传统理论中
,

国家被视为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实现 自身利益的统治工具
。

在这种观点

主导下
,

一个 国家中强势阶级欺侮弱势阶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的
,

不可能讨论什么 国家正 义
。

同

时
,

由于法被认为是国家制定的规则
,

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
,

所 以
,

法也不体现
、

不具有正

义性
。

继续 以这种理念指导我们当前的法治工作
,

将带来无穷的贻害
。

在传统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

阶级的划分不存在的情况下
,

在人 民这一概念包括着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 的情况下
,

在
“

社会 主

义
” 、 “

和谐社会
”

成为我党倡导的社会建设的理想 目标的情况下
,

必须彻底摈弃
“

国家无正义
”

这

一观念
。

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根本 目的是实现全体国家成员的幸福
。

这一根本 目的决定了社会主义国

家要讲国家正义
。

国家正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全体成员幸福的最重要 因素
,

它有三个基本要点 :

第一
,

治国要依法
,

并且法律要体现正义
。

第二
,

国家的权力配置
、

权力结构适合于人民的各个阶

级
、

各个阶层在国家立法
、

重大事务决策
、

主要官员的选择等事务方面平等地表达 自己的意见
,

并

在沟通
、

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共识
。

第三
,

执政者要具备强烈的正义理念
。

执政者要平等地对待社会

中共 中央党校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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