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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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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