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 协 商

中共十五大报告从全局和战略

的高度
,

第一次把依法治国
、

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作为治理国家

墓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
。

这是党

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
。

这将成为我国民主法制

建设历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

人民

政协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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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方略的意义
,

使依法治国成为

政治协商的主题
。

依法治国之所以应该成为政治

协商的主题
,

是由依法 治 国 的 内

容
、

意义
、

难度和人民政协的政治

功能决定的
。

从依法治国的内容看
“

依法

治国
,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

导下
,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

通过

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

管

理经济文化事业
,

管理社会事务
。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

逐

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
、

法

律化
,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

人的改变而改变
,

不因领导人的看

法和注惫力的改变而改变
”

江泽

民同志这段论述明确揭示了依法治

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人民群

众是国家的主人
,

是国家一切权力

的拥有者
,

享有管理各项国家事务

的权力
,

并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

法进行 包括领导人在内的行使国

家行政权
、

司法权等权力的国家公

职人员
,

只是在人民授权范围内具

体行使一定权力的执行者 任何国

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决不能未经人民

授权或者超越人民授权
,

成为人民

之外或者人民之上的治理国家的主

体
。

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带头遵

守和实施法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是由包括全体社会 主 义 劳 动

者
、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

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 如何通过政治协商

的方式
,

落实
、

保障和加强人民群

众作为依法治国主体的地位 使人

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
,

一直是各级

人民政协义不容辞的贵任
。

依法治

国方略的确立
,

更加重了此项责任

的分量
。

从依法治国的愈义看 依法治

国的提出
,

标志着党继 年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 国 家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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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的根本转变之后
,

又在新的历
’

史时期 根据时代发展 和 现 实 需

要
,

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根

本转变
。

这后一个根本转变的惫义

丝毫不亚于前一个根本转变
,

而且

在某种慧义上
,

比前一转变更加重

要
,

更加深刻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

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

是国家长

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人民政协的最

大优势是政治优势
,

人才优势
,

智

力优势 如何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

在建立和完替现代企业制度
、

按劳

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和社会

保障制度过程中 的
“
人 才 库

” 、

“

智囊团
”

的作用
,

为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如何充分发挥人 民政协独具的体察

民情
,

反映民愈
,

协调关系
,

沟通

思想
,

理顺情绪
,

化解矛盾
,

有效

地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
,

实现社会

安定
、

政治稳定
,

推动生产力发展

的重要功能
,

都是依法治国
、

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大题 目中的

应有之义
。

从依法治国的难度看 依法治

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是一

场深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变革
。

这

种更新和变革
,

不可能一嗽而就
,

而要经厉一个长期
、

复杂甚至痛苦
’

的过程
。

法治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

果
,

代表人类社会数千 年 来 在 政

治
、

经济
、

社会管理方式上的理性

思考与选择
。

法律至 上
,

法 大 于

权
,

权力制约 法律面 前 人 人 平

等
,

是其基本要求和必备要素
。

由

于我国有悠久的封建传统
,

又实行

了几十年高度集中的计 划 经 济 体

制
, “

把 领 导 人 说 的 话 当 作
‘

法
’ ,

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
‘

违法
’ ,

领导人的 话 改 变 了
,

‘

法
’

也就跟着改变
” 《邓小平

文选 》第 卷第 页 的习惯和作

风根深蒂固
,

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

群众法治观念淡薄
,

以此为基础的

具体制度和领导方式仍 在 发 生 作

用
。

如何使法治的普遍准则为我们

这个特定国家的人民 所 理 解
、

接

受
、

信仰和维护
,

是中华民族历史

上亘古未有的重大课题
。

人民政协

集中了我国各党各派
、

人民团体
、

少数民族以及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艺术各个领域和海外

侨胞中的精英人物
,

他 们 知 识 深

厚
,

思想敏锐
,

易于发现和接受新

鲜事物
,

又地位超脱
,

敢于直言
,

其中相当一批委员是从各方面的负

责岗位上退下来的
,

对人治法治的

利弊得失有切身体会
。

人民政协几

十年参政议政的实践
,

尤其是近二

十年的实践表明
,

政协委员在新旧

体制转型时期
、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

时刻
,

总是能站在时代的潮头
,

想

百姓之所想
,

急民众之所急
,

思想

解放
,

锐意进取
,

做改革开放的带

头人
。

在破除旧观念
、

改 革 旧 体

制
,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漫长

过程中 人民政协必将发挥其增容

剂
、

催化剂
、

凝结剂
、

成型剂的功

能
,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更多更

大的贡献
。

依法治国是潮流
,

是人心
,

是

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

依法治国的

提出
,

既是治国理论和治国实践成

熟的标志
,

又开启了在中国现实条

件下如何落实
、

推进
、

丰富和发晨

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新的进程
。

在这

个进程之中
,

履行政治协商
、

民主

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的人民政协
,

是大有可为的
。

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
,

首先要

建立一个适应形势需要
,

代表人民

意志和利益
,

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

律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
,

做到有

法可依 改革开放以来
,

立法工作

取得了重大进展
,

在社会
、

政治
、

经济和其他主要领域
,

已经墓本做

到有法可依
。

但还有不 少 重 要 法

律
,

如规范金融秩序的证券法
、

保

障公民言论 自由的出版法等尚未制

定出来 已经制定出的法律
,

如规

范市场主体的公司法等
,

由于情况

变化
,

巫需修改完普 人民政协不

仅拥有对法律
、

法规制定和修改的

建议权
,

而且还拥有一批在政法战

线工作过的领导干部和精通法律
、

经济
、

科技知识的专家学者
。

各级

政协应发挥其专门委员会的组织优

势
,

听取
、

收集和反映委员和各界

人士对法律制定方面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对人大常委会
、

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委托政协讨论的法律
、

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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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问题
,

进行研究讨论
,

提出修

改
、

补充意见和建议
。

其中特别要

就法律规定本身的民主性和制定法

律过程中的民主性予以关注
,

以扩

大依法治国的民主基础
,

努力实现

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 要

防止和纠正立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

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
、

行业保护主

义 顾全大局
,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权威
。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

司法机关

公正司法
,

依法治国的方针才能落

到实处 法律健全了
,

不叫法治
,

而是法制得到加强 法律落实了
,

由纸上走进生活
,

才实现了法治

在法治国家中
,

行政权是法律斌予

的
,

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法

定程序行使
,

接受法律的制约 随

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法律

体系的不断完善
,

司法机关在法律

实施过程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

成为维护社会公正
、

实现社会主义

法治的最后关口 强化司法机关的

职能作用
,

确保严肃执法
,

在一定

意义上决定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成败 人民政协应该履行对国

家宪法与法律
、

法规的实施情况进

行民主监份的职贵
,

发挥统筹协调

的优势
,

就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

其他任何组

织和个人都不得进行干涉的难题
,

从领导体制
、

人事制 度
、

经 费来

源
、

物资管理等诸多方面提出方案

和建议
,

以使司法机关依法享有的

地位得到保阵
。

只有司法独立
,

才

有公正审判
。

不论行政 或 司法 机

关
,

都要把保护公民权利作为自己

的首要职责
,

如发现侵犯公民权利

的职务行为 应依据 《国 家 赔 偿

法 》以国家名义向公民个人赔礼道

歉
,

赔偿损失
。

法治的真谛在于监督
。

不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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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 败
,

权 力 越

大
,

腐败越烈 真正的法治国家
,

人民都有对立法机关
、

行政机关和

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监怪的

权力 我国当前应加强对国家权力

的法律监任
、

行政监督
、

司法监份

和民主监督 民主监份是人民政协

的主要职能之一
。

对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履行职贵
、

遵守法纪
、

为

政清廉等方面进行监怪
,

是民主监

督的重要内容
。

人民政协可以通过

调查研究
,

开座谈会
,

旁听案件
,

参观
、

视察等多种形式 或单独组

织
,

或与人大常委会
、

民主党派联

合组织
,

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

行民主监仔
,

仔促这些机关落实十

五大关于
“

实行公开办事制度
”

的

要求
。

凡是可以公开的执法活动都

要公开
,

使行政执法和司法接受全

社会的监仔
。

制止执法活动中乱收

费
、

乱罚款和利用职权搞
“

创收
”

的歪风 , 纠正执法过程中的拖拉推

诱
、

冷淇生硬
、

蛮横无礼的不良作

风 , 打击执法活动中以权谋私
、

吃

请受礼
、

贪赃枉法
、

索赌受贿
、

敲

诈勒索
、

构私舞弊
、

以 及 欺 压 群

众
、

打骂折磨
、

刑讯遥供等违法犯

罪行为
,

遏止执法腐败
,

实现司法

公正
。

法治的力 在于人民 只有人

民觉悟起来
,

行动起来
,

学习法律

规定
,

理解法律精神
,

增强法律意

识
,

运用法律武器
,

真正的法治国

家才会到来
。

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特

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

法办事
、

依法管理
、

依法决策
、

依

法行政的水平
,

对保证国家各项工

作都依法进行具有现实的意义
。

作 者 系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民建中央 委 员
,

北 京 市

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中共十五大报告为国企改革提

出更为明确的方向
,

即完善科学管

理体制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这不

仅是股份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关键
,

也是克服公有制虚化的唯一出路
。

裁洲麟缈卿满翻臻添淤梦、

苦惕
“

股份官僚经营制
”

的滋生

趁赚氮三
,

‘ 、 「

二
厂

股份制是国企改革 的 重 要 形

式
,

但不是唯一途径 因为产权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