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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万能
,

但是没有民主
,

特别是在 目前的中国社会是万万不行的
。

我一直在寻求以法律的方法推进 民主
。

实现民主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
,

已经写入了宪法
。

它是

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

也是 中国人 民今后长期不懈 的奋斗 目标
。

但

是
,

近些年
,

在一些会议上
,

一些学者对民主大加讨伐
,

说民主导致多数人或少数人暴政
、

民主推

动腐败
、

不利于经济发展
、

不利于少数人发展
、

不利于社会稳定 等
,

主张中国应该放弃民主的追

求
,

只推行精英主义
、

威权政治
、 “

唯法治主义
” 。

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特点是社会转型
。

社会转型向哪里转 ? 矛盾在哪里 ? 我认为
,

贫困差距拉

大
,

导致社会的很多矛盾尖锐化
;
腐败严重

,

导致政府权威的极大削弱和管制无力
,

这两个问题都

与民主相关
。

两个问题的产生源于权利的缺失和权力的滥用
,

而权利的缺失和权力的滥用根本在于

民主的缺失
。

没有民主
,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

中国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
,

没有权利加以

民主的支持的话
,

是不可以解决的
。

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不在于政策
,

而在于方法
。

经济改革
、

国有企业改革
、

医疗改革
、

教育改革
,

不在于政策对与错
,

而在于方法上缺少人民的参与
。

如果企

业 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
,

医疗改革中患者没有发言权
,

教育改革 中学校和教授没有发言权
,

城市

改造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中市民和农民没有发言权
,

那么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

市场经济体

制中劳资关系是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
。

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
,

民主可以制约资本
。

关于民主和民生问题
,

信春鹰教授作了很经典的概括
。

民生问题毫无疑问是重要的
,

历来都要

解决民生问题
。

但是
,

解决 民生问题
,

根本的出路还在民主
。

在有些地方
,

以前由领导解决民生问

题
,

但是领导解决民生问题
,

做再多的好事
,

老百姓不满意
。

现在
,

政府拿单子
,

人大代表根据单

子投票
,

自主决定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

老百姓就满意了
。

这是通过民主解决民生问题
。

构建民生法治

付 子 堂

民主理念作为
“

五四
”

运动的两大主题之一
,

在 20 世纪初期得到 了广泛传播
,

但 直到新中国

成立
,

民主制度才得以真正建立
。

文化大革命时期
, “

大民 主
”

酿成 了深重的社会灾难
,

民主被彻

底异化
,

法治更无从谈起
。

改革开放之后
,

中国重新走上 民主法治的轨道
。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进

步
,

法治的内生压力不断增强
,

必须更为审慎地规划现代法治走 向
,

以免重蹈近代法治之覆辙
。

长期以来
,

法学界往往专注于研究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

特别强调民主离不开法治的保障
,

法治离不开民主的基础
。

实际上
,

在当代社会转型期
,

中国普通百姓最迫切需要的究竟是 民生还是

民主 ? 民生与民主哪个更加重要 ? 基于当代中国转型期的严峻形势
,

民生目前已成为超越 民主的时

代问题
,

垂待有力的法治保障
。

毫无疑问
,

比起免费教育
、

医疗保障
、

贫富差距等等
,

民主并不能

算是 目前普通 中国老百姓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

而且
,

现代 民主的发展有必要在法治的引领下取得进

步
。

目前
,

应 当通过法治切实保障民生
,

使广大民众 自觉成为民主法治的基本推动力
。

从民主到民

生
,

中国法治在经过 10 0 年的风雨沧桑之后
,

开始了重心的转移
。

关注民生
,

构建民生法治
,

成为

解决民生问题与建设现代法治的绝佳交汇点
。

关注 民生
,

是 21 世纪初期现代 中国法治拥有坚实基

石的必由之路 ; 构建民生法治
,

是中国现代法治在 21 世纪得 以真正实现的希望所在
。

然而
,

民生

问题极为复杂
,

它包含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

关乎社会的生存
、

国民的生计以及群众的生命
。

随

着时代的演进
,

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还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

因此
,

对于
“

民生是什么
” 、 “

法律如

何解决民生问题
”

以及
“

法治的民生基础
” 、 “

如何构建民生法治
”

等等
,

鱼需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

亲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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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笔谈

界进行认真而深人的研究
。

这不仅需要诸多微观制度创设的智慧
,

还需要更多的宏观眼光
。

同时
,

民生法治
,

任重而道远
,

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
。

弘扬法治精神
,

深化法治理念

孙 国 华

十五大确立
“

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基本治国方略
,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

我们纪念
“

依法治国
”

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
,

就应当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
,

坚定不移地贯彻这

一基本方略
,

不仅要把它贯彻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特别要注意把它贯彻到党的生活领域
,

从国家系统和党的系统
,

双管齐下地抓制度建设
,

使之相互促进
。

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
,

就必须深

化法治理念
,

深刻认识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导
。

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大量细致的思想道德工作以及治国

的各式各样手段的使用
,

是实行法治的内在要求
。

法治不仅不排斥非法律手段的运用
,

而且是把这

些手段引人文明的法治轨道
、

使之更为有效的一种治理模式
。

实行法治丝毫不降低党和国家的政策的重要指导意义
,

恰恰是党和国家的正确政策的表现
,

是

贯彻党的政策和人 民的意志治理国家的基本的
、

最佳的方略
。

实行法治内在地要求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

以德治 国
。

这可从以下三点来看
:

第一
,

法
、

法律与在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

道德
,

同属于该社会经济基础 的上层建筑
,

它

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渗透
、

相互促进
、

相互加强 的关系
。

法律的制定
、

实施
,

贯彻并维护了在

该社会 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最基本 的道德要求
; 而在该社会 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

道德 的宣传和培

养
,

也必然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有力的思想道德支持
。

所 以实行法治
,

必然内在地要求社会

主 义思想道德的宣传和培养
。

同时
,

一个 良好的法律制度
,

必然会给思想道德工作 留下发挥作用的

广阔场所
,

并把它引人法治的轨道
,

即不允许借思想道德工作
,

侵犯公 民和组织的合法权利
。

第二
,

任何法
,

都有强大 的思想道德教育作用
。

资产阶级法体现了资产 阶级 的根本利益和意

志
,

也必然体现资产阶级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最起码 的道德要求 以及资产阶级的正义观
,

否则它就

会丧失作为法 (其内容必须体现一定社会的
“

理
”

) 的素质
,

而变成纯粹 的暴力手段
。

社会 主义法

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体现
,

其思想道德教 育作用必然会更为强

大
。

第三
,

实行法治
、

依法治国
,

弘扬法治精神
,

才能为思想
、

道德工作的开展
,

创造更有利的社

会环境和条件
。

法治既是市场经济所必需
,

也是民主政治所必需
,

更是惩罚犯罪
、

制裁违法
、

保障

人权
、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

构建资源节约型
、

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所不可少的条件
。

我们认为
,

绝不应把实行法治
、

依法治国与重视思想道德的宣传和培养
、

以德治国割裂开甚至

对立起来
。

实行法治
、

依法治国内在地要求加强思想道德的教育和培养
,

以德治国
。

深化法治理念也需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特点
。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大特点在

于
,

国家
、

社会生活中的法治与执政党党内生活的法治的紧密联系
。

在我国
,

实行法治
,

必须考虑

到执政党的法治问题
, “

没有党规党法
,

国法就很难保障
”

这句话有极深刻的内涵
。

认识到中国法

治的这个特点
,

把法治的精神
、

理念
、

原则和一些必要的制度
,

引人执政党的党 内生活中
,

发扬党

内民主
,

维护党员的正当权利
,

注重党内各项权力的分工
、

制约
,

防止权力过分集 中
,

把党 内生活

的法治化和国家
、

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有机结合起来
,

双管齐下地既认真抓国家法律制度的建设
,

也

认真抓执政党党内规章制度的建设
,

使之相互配合
、

相互促进
,

相互加强
,

应该是符合中国法治建

设的基本规律的正确途径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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