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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对与法的实施相关的人力财力投人
。

法的实施是法治国家的头等大事
,

是大成本的

工程
,

需要大量的政府投入
。

有些领导一味对经济建设感兴趣
,

不舍得在法的实施上进行必要的投

入
,

这是法的实施困难重重的根源之一
。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

不断加大公共投入
,

特别是要把法的

实施作为投入重点予以保障
。

低度发展的法治条件下有效制约行政权

沈 国 明

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快速进步
,

包括法制进步
。

而从公权力运行的

情况考察
,

法治尚处于低度发展的阶段
。

(l) 由于公共财政的缺失
,

在利益之争中
,

政府往往成为

利益之争中的一方
,

从而导致社会矛盾丛生
。

政府处在利益争执之 中
,

其政治权威 自然受损
,

调处

社会矛盾的能力会弱化
。

当下级政府处于利益争执之中
,

无力化解矛盾时
,

矛盾就会升级
,

导致无

政府状态出现
,

或者因矛盾的一方对当地政府缺乏信任而寻求上级政府的介人
,

形成上访
。

(2) 由

于政绩考核并没有摆脱实际上的
“

唯 G D P 论
” ,

各级官员对介人经济活动有很高的积极性
,

自觉不

自觉地成为利益博弈 的一方
,

他们可以不顾人民群众的实际生存状态
,

以所谓漂亮 的统计数字装饰

政绩
。

甚至
,

为了所谓政绩
,

不惜损害人民群众利益
。

(3) 在强调效率优先的情况下
,

很多人把效

率理解为行政效率
、

执行政策的效率
,

其实
,

效率应是指对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

看其是否

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
。

(4) 行政权力的个人偏好
,

将使大多数人被迫牺牲个人偏好而接受与 自己意

见相左的政策
,

这不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

而且
,

由于个人价值或偏好被扭 曲
,

将使得整个

社会的生产动力不足
,

进而使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生产力低落
。

在缺乏足够制约 的情况下
,

行政权的

滥用消减了
“

集中力量办大事
”

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

给长久执政带来现实危险和隐忧
。

(5) 政府的

运行状态在过去近三十年里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

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功
,

使政府积累

了一定的政治资源
,

但是
,

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的缺陷
,

以及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承受的巨大压力
,

使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必须做出重大的努力
。

就此现状而言
,

法治尚处于低度发展的时期
。

在利益冲突中
,

钱是关键
。

征地
、

动拆迁
、

土地利用
、

楼堂馆所建设
、

社会保障等
,

都与行政

行为有关
,

与钱有关
,

极易滋生腐败
。

而无论是寻租型腐败
,

还是奢华型腐败
,

都与财政支出缺乏

监督有关
。

对于预算的审查监督
,

人大存在着许多困难
。

一是人大和政府间在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着

信息不对称
,

人大对于预算编制的信息掌握不充分
。

二是人大会期短
,

代表审查时间不够充分
。

三

是预算案专业性较强
,

对人大代表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
。

过去
,

人大行使预算审查监督权只是形式

上的
,

很少触及到具体内容
,

很少具有实际意义
。

今后要摒弃
“

不敢监督
、

不愿监督
”

的观念
,

变

形式性审查为实质性审查
。

还要建立公共财政
。

公共财政有四个特点
:

一是公共性
,

解决的是公共

问题
,

实现公共 目的
,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 二是公平性

,

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
,

为社会成员和市场

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 三是公益性
,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 要为 己任
,

追求公益 目标 ; 四是法治

性
,

以法制为基础
,

管理规范透明
。

依法治国与司法体制改革

胡 云 腾

党的十五大以来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10 年
,

也是社会主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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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 民法院应用法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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