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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制 是 民 主 的 重 要 保 障

张庆福 陈明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法制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

统治阶级之所以要制定法律
,

建立法

制
,

就是为了保护本阶级的民主
,

维护自己的统治
。

社会主义法制是保护广大人 民的民

主权利
,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武器
。

在 当前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对于充分发扬社

会主义民主
,

调动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

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

程有重要意义
。

由于林彪
、 “四人帮

” 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流毒的影响
,

有些人至今还不能正确认识

和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

他们把民主与法制对立起来
,

以为讲法制会妨碍民主
,

限制

民主
。

有的甚至借口行使民主权利聚众闹事
,

扰乱生产秩序
、

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
,

破

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对这种行为必须坚决纠正和制止
。

华国锋同志在向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
 “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流毒仍然是当前

破坏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
,

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大敌
。

为了巩固安定

团结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我们必须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祸害继续进行坚 决 的 斗

争
。 ”

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决不是对立的
。

它们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上层

建筑
,

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

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

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服务的
。

它们是密切联系
、

不可分割
、

相辅相成的
。

民主是法制的基础
,

法制是民

主的重要保障
。

人民民主原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原则
。

只有充分发扬社会 主 义 民

主
,

使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

我们的法制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极 大 的 权

威
,

才能形成强大的阶级统治力量
,

才能使法制
“
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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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贯彻实施
。

但是
,

这决不
是说

,

民主可以离开法制
。

相反
,

民主必须由法制来保障
。

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带聆
’

就很难实现健全的社会主义 民主
。

法制是民主成果的总结
。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时指出
 “

新宪法

草案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
,

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
。

所以
,

它是把事实上已经获

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
,

用立法手续固定下来
。 ” ! 《列宁主义问题 》第% & ∀页 ∃

为了争取人民民主
,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
,

经过长期艰 苦 的 斗

争
,

于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

建立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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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
。

从此
,

中国人 民摆脱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

成了国家的主人
。

新中国成

立后
,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开展
,

人民民主逐步巩固和扩大
,

人民

民主权利越来越广泛
。

建国以来制定的三部宪法都明确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

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而且还具体规定

了人 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

一九七八年通过的新宪法特别增写了
“
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

主原则
,

保障人 民参加国家管理
,

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
,

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

人员
” 的内容

,

不仅使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
、

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获得了法律上的明文

规定
,

而且得到了国家强制力的保证
。

任何破坏社会主义民主
、

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行

为
,

都将被依法惩处
。

我们应当珍惜这一革命斗争成果
,

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
,

坚决同

一切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作斗争
。

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民主
,

保卫民主权利的强大武器
。

目前
,

在我国
,

虽然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过去
,

但是阶级斗争

还没有结束
。

现在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
,

还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

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

还有贪污盗窃
、

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
。 “四人帮

” 的某 些 残

余
,

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
,

也还会继续坚持

反动立场
,

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活动
,

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
。

我们必须对他

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制止阶级敌人和其他犯罪分子

的破坏和捣乱
,

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

我国新宪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
。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等
,

就是新宪法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镇压敌人
、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原则的具体

体现
。

刑法是运用刑罚的手段
,

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
,

捍卫无产阶级专

政制度
,

保卫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和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
,

保护公 民的民主权利
,

维护

正确的社会秩序
, 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刑事诉讼法从司法程序方面保证

刑法的正确执行
,

以准确地打击敌人
,

有效的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

很明显
,

只有不断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坚决惩办一小撮犯罪分子
,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得到可靠的保

仲
。

泊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
。

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
、

旧影响
,

至今依然

评重存在
,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 民主
、

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一个重要障碍
。

正如华国锋同

志指出的
 “

我们虽然早已彻底消灭了封建阶级的统治
,

但是主要是封建秩序 所 遗 留

的特殊化
、

走后门
、

压制民主等歪风邪气
,

至今还相 当严重地存在着
。 ” ‘《政府工作报

告 》 ∃ 这种现象势必使人民的积极性
、

创造性受到压抑
,

使人民的人身自由和各项民主

权利得不到保障
,

不利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行
,

危害四个现代化建设
。

同这种违法乱纪现

象作斗争
,

依法惩处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
,

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任务之 一
。

社

会主义法制对于违法乱纪的人是压力和束缚
。

要有效地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

必 须

加强法制建设
,

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
、

法律化
,

并依法制裁那些侵害人民民主权利的

人们
。

只有这样
,

才能切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调动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促进四

化建设
,

也才能教育犯者本人
,

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

逐步清除旧影响
,

增强人们维护社

会主义法制的自觉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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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
,

什么时候重视加强法制
,

国家的民主生活

就能正常化
,

社会主义民主就能比较充分的发扬
,

人民的民主权利就能得到实现
,

社会

主义事业就能蓬勃发展
+
相反

,

当法制遭到削弱
、

破坏的时候
,

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不正

常
,

社会安定就要受到干扰
,

各项事业都会出现停滞乃至倒退
。

解放初期
,

我们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经验
,

颁布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根据 《共同纲领》 的基

本原则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条例》 以及后来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等一系列法律
、

法令
,

彻底摧毁

了旧法制
、

旧制度
,

使人民的新法制初具规模
。

因此
,

尽管革命胜利伊始
,

百废待举
,

诸事草创
,

但由于我们注意利用法制武器
,

就能有效地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
,

维护了革

命秩序
,

保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利益
,

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

使我们能够在短短

两
、

三年的时间内
,

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
,

恢复了国民经济
,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了有计

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

标志着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制建设进人了一个新阶段
。

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了我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
、

政策
、

方法和步骤
。

明确写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

宪法问世后
,

我们积极展开了立法活动
,

先后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

国务院组织 法
、

人

民法院组织法
、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委员会组织

法
、

逮捕拘留条例
、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

家管理
,

促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和

国的政权建设
,

保证人民参加国

的迅速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
,

林彪
、 “四人帮” 的十年破坏

,

从相反的方面 也 使 我

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法制对保卫社会主义 民主的重要性
。

林彪
、 “四 人 帮 ”

为了篡党夺权
,

一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一方面疯狂诬蔑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是什 么
“ 资 本

主义
” 、 “

修正主义
” 的东西

,

攻击我国的司法机关是
“旧机关

” ,

叫嚷要
“ 彻 底 砸

烂
” ,

把我们的司法干部打成 ,’� 日人员” 、 “特务
” ,

进行残酷迫害
, 另一方面

,

又私

立邦规邦法
,

安插亲信
,

篡夺政法机关的领导权
。

他们到处煽动打砸抢
,

乱捕乱押
,

私

立公堂
,

私设监狱
,

刑讯逼供
,

滥施刑罚
,

对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野蛮的封建法西

斯专政
。

由于法制被破坏
,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被长期肆意践踏
,

人民的人身安全和民主

权利失去保障
,

社会主义建设停滞不前
,

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
,

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

的边缘
。

林彪
、 “四人帮

” 的这种倒行逆施
,

给了我们一个深刻教训
,

这就是要坚持社

会主义民主
,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

念 法制
,

就很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

粉碎
“四人帮

” 以后
,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

党中央非常重视法制建设
,

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五届人大制定了新宪法
,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制定了刑

法
、

刑事诉讼法等七个法律
,

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我们一定要

根据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
,

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保卫社会主义

民主
,

保卫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