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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 

戴小明 潘弘祥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720】【字号：大 中 小】 

 

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

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

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然而，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生成，也不会自然实现。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必须借助于法治的践行。 

  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是一个平等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和谐社会观。社会

主义法治不但继承了法律形式意义方面的功能，而且承载了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同的新的价值内涵

和社会目标，从而使它构筑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了更多、更丰富的表现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管理有序的社会，而且是一个人与人相互尊重，各阶层合作互助、团结友爱的

平等社会。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民主政治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既需要制度建设，也需

要社会建设与精神建设。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知道自己权力的界限，致力于推进法治与民主，同

时为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留出宽松的空间。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反过来，法治又推动民主政治的发

展。法治的民主化和民主的法治化，反映了人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

立的普遍愿望，是社会趋向政治文明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 

  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法治应不断推动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政治保障。通过广泛发扬民主，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完善深入

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

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为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社会决策机

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集中民意与民智，使法律真正成为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基本形式；对涉及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听取利益主体各方的陈述，充分进行协商和协

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听取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社会涉及

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和论证会

等制度和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提升决策的民主程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各项工作制度，

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充分履行职责，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

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总之，“重大事务要让人民都知道”，这是现代和谐的根本保证。

现代和谐与古代和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而后者仅仅保持民众沉默的外

貌。在民智已开、民智初现的今天，以民主求和谐，则和谐存，以蒙昧之下的“和谐”抑民主，则

和谐与民主皆亡。 

  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其核心是社会分配制度的公正性问题。和谐并不是没有利益分殊，

而是知道利益分殊、却能够通过民主法治手段避免零和博弈。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

应该体现公平和正义。法治既要保证立法公正，又要保证司法公正，通过两者来实现社会资源和社

会财富的合理、公正分配。立法公正要求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

根本利益，必须赋予每一个社会成员同等的基本权利和同等的基本义务，必须贯彻平等准入、公平

待遇的市场经济原则，赋予不同经济活动主体以同等的市场竞争地位，从总体上保证每一个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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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发展机会；立法公正还要求政府注重结果公正，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通过法律

手段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

系，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求类似案件类似处理；要求对公民权利给予及时、便利以及最大

限度的司法救济，为社会构筑最后一道正义屏障。 

  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诚信友爱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条件的

社会，分工和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而分工就是合作，交换就是互补，并且社会和经济主体

的财富正是在这种合作和互补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经济主体将诚信友

爱尊奉为经济活动和公共生活最基本、最起码的准则，履行社会责任。首先，应规范社会信用关

系，使社会信用关系的各个方面有法可依，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实现党的十六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的目标；其次，借鉴欧

美法治国家行之有效的方法，强制推行SA80000标准认证。SA80000标准认证是指在获得利润的同

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

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其宗旨是“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

义”；最后，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最基本的是经济主体的法律责任，国家机关应通过严格执法，保

证经济主体严守法律。 

  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

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发展生

产力，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首先，产权法律保护的功效就在于能产生有效利用各种

资源和创造财富的激励。其次，通过法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既要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参与经

济社会发展，又要让他们公平（但不是平均）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不仅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

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而且要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困难行业和群众，以营造一个心情舒畅

的社会环境。 

  第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安定有序的社会。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

一，没有社会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法治是建构有序

社会最主要的手段，凭借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普遍、明确、稳定的社会规范，而不是依靠任何人格

权威的偶然性、任意性，也不是依靠朝令夕改的政策，使每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都受到法律的约

束，使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 

  第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和谐

相处的社会，而且是人与自然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一个平衡、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生态平衡不仅是和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基础，而且是生产发展、生产富裕

的资源保障。维护生态平衡，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必须借助于法治，与依法治国直接联

系起来。首先，法律的人文价值观应从“人类中心主义”切换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主

义”，开展对现行法律和政策的全面评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体制，统筹经济建设、人

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

展道路；其次，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整个全人类的大事，是涉及子孙后代的伟

大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合作，步调一致。因此，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应与国际法相衔接，

便于一致行动；最后，依法严格保护环境和生态，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环境保护和治理，推进资源开

发和节约，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保

护型社会。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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