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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在依法治国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1)正
确处理好传统法律文化、西方近现代法律文化与我国法制建设的关系；(2)在全社会真正树
立宪法的绝对权威；(3)在全体民众中形成法律至上的理念；(4)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严格
控制。 
 [关键词]   依法治国；   法治国家；   问题 
 [中图分类号]   D9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6）06-00
42-02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伟大战略目标，并写入宪法，
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指崇尚民主精神，依法治理国家和管理
社会，国家权力（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私权利）和谐配置，人权得以充分保障的国家类
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
性的完美结合。据此意义，笔者认为，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其基本目标应当是：社会生
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制度及程序）的调整，接受法律的治理；法
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崇尚自由、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凝结着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高
于任何个人、群体、政党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国家的一切权力根源于法
律，而且要依法定程序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
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而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依照
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非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只应与职位相连，而职位对一
切人开放；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
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
非依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受剥夺，一切非法侵害（不管是来自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
及时、公正、合理的赔偿。 
近年来，我国在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取得了很大
成绩。 
人权保护方面，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刑法典，取消了类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罪
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基本原则，使我国刑事法律在注重惩治犯
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受害人权益的同时，也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打击
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立法思想。1996年3月17日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疑罪从
无”、“无罪推定”规则，并规定死刑执行方式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体现了我
国维护人权尊重人格的司法理念。 
民主立法方面，听证制度的确立与实践、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的实行，为人民参与立法
提供了有效途径。 
      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写入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以根本大
法的形式将其确定为我国的治国方略。 
虽然我国在依法治国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需解决下列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一、克服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国家建设的不利影响，协调法治国家建设与外国法律文化的
关系 
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如何吸收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如何看待外国
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我们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战略必须解
决的问题。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为中心，以“重刑轻民”为表征，以维护专制为己任，不能成为
今天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外国法律文化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传统、人文思想、
社会经济基础与中国不同，也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这就迫使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
法治国家时，必须创造出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文化基础上的法律文化。 
当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也蕴含着重视法的作用的精华，其本身也具有可选择性和可改
造性（彻底改造而非简单修补）。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对于传统不能抛弃，只
能“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国法律文化虽然不能照搬，但其中包含的近代民主
自由的精神、法律至上的思想等却可以为我所用。笔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吸收、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先进因
素，创造出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律文化，使之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法律思想基础。 
二、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确立宪法的绝对权威 
宪法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石，是全部法律的母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人民权利的保障
书，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法治国家必须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
威。 
《宪法》序言庄严宣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
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
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
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
觉得宪法离实际生活太远，因而对宪法是敬而远之。这样，“宪法在我国的法律适用过程
中实际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
高的法律效力，是各种法律法规的‘母法’；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
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
义》，法律思想网， http://law-thinker.com/）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
国没有专门的宪法法院。如果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公民可提起违宪之诉，即宪法司法
化，宪法就不会被“束之高阁”，宪法的绝对权威才能由纸上变成现实。 
三、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确立法律的权威。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
奴隶制时期“天子至上”，封建制时期“君主至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则是“法律至
上”。  
法律至上，意味着权力的行使只能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意味着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
超越法律的特权。建国后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这一时代虽已过
去30余年，但由它残留给社会的蔑视法律的意识仍然存在。权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充分说
明在全社会培育“只承认法律一种权威”的信念，是我们进行法治国家建设必须解决的问
题。 
四、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和行使程序，完善权力制衡机制 
规范国家权力，不仅要明确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和行使程序，还必须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使国家权力时刻受到监督和制约。 
      我们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法治的原始意义就是法律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首开人类用法律束缚王权的先河，从此国家权力就不再是无限
的和绝对的了。什么时候法律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什么时候便有了真正的法治。诚如洛
克所言：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法治实践表明，权力越是
受到监督，以权压法、以权毁法的情况就越难发生。有了权力的制衡机制，各种权力的行
使都必然受到另一种权力的制约，某种权力的滥用必然被另一种权力所矫治，如此可以防
止国家权力压法、毁法，可以防止国家权力走向专制。 
总之，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准衡量，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要我们
立足于中国实际，吸取传统的和外国的法律文化精华，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法律意识，切
实保证国家权力真正为公民权利服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就一
定能够实现。 
（作者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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