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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与依宪执政

莫纪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有一个

重要的特征, 就是表现在我们在法制建设的指

导思想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拨乱反正,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

六字方针, 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0。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
为指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的最高

立法机关,在 1979年就制定了涉及到国家基本

政治制度和重要的法律制度的七部法律, 包括

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这些法律的出台,对于树

立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

作用。

其后, 以 1982 年现行宪法的制定为契机,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又迎来了一个崭新发展

的新阶段。1982 年宪法作为新中国最好的一

部宪法,其重要的特色不仅在于在宪法条文中

全面地恢复了 1954年宪法的优良传统,更重要

的是, 1982年宪法在确立宪法的根本法的法律

地位,强化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方面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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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定, 突出了宪法的法的特性,为建设

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最基

本的法律依据。1982 年宪法第 5 条还规定了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

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个人和

组织都不得享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以 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至上原则和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为依据,我国的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不断地获得了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表现在根据宪法的规定,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国家政权建设的

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以国

务院为首的国家行政机关确立了依法行政、建

设法治政府的行政管理目标; 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依据宪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以及保障公民权利方面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7年,党的 15大报告正式肯定了/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0的治国方略。这

一治国方略的确定,不仅仅是指导思想的调整,

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

上了一个健康和稳定发展的轨道。法律作为调

整人们行为的基本规则, 已经从简单的统治工

具变成了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政策依据。法治

国家正式成为衡量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0成

为国家的治国方略之后, 这一治国方略很快又

通过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被写入宪法第 5条,

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依据/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0的治国方略, 几年来,我

们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领域实行了重大改革,

采取了许多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措施, 以此不断

地改进我们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取得了重

大成就。首先在立法领域, 根据宪法所确立的

保障人权的思想,先后制定了贯彻/以人为本0

思想的5行政许可法6、5道路交通安全法6,突出

了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其次,国务

院在 2004年 3月又推出了5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实施纲要6,提出了在十年内建成法治政府的目
标。再次,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

推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审判体制改革、保障公

民权利的决定和司法解释,特别是最近在收回

死刑复核权方面的改革动向, 都比较好地体现

了人权保障对法治所提出的要求。最后, 值得

一提的是, 在今年三月举行的十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在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立法工作的重点时, 将5紧急状态法6、

5物权法6、5行政强制法6等涉及到公民基本权

利的法律作为急需制定的重要法律提到立法的

议程上。这些措施都从根本上体现了 2004 年

修宪时所强调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0的思

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去年 9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五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依法执政的首要任务是依宪执政。所谓依宪执

政, 不仅包括了执政党依照宪法来对国家生活

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领导,还包括了依宪立法、

依宪行政以及依宪司法等等宪法适用的内涵。

这一治国理念的提出, 不仅有利于提高宪法作

为根本法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权

威,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全党和全社会普及和

传播现代宪政的基本价值观念, 从依法行政到

依宪行政, 反映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过程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体

现了我们在治国方略上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精

神。

依宪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也就是

依据什么样的法律,来治理什么样的国家问题。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从理论上来看,它是以

人民主权说为前提产生的, 在一个国家是具有

最高效力的法律规范。所以, 只有依据宪法所

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来治理国家,才能保证依

据宪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真正地具

有约束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任何个人的至高

无上的权威,才能真正奉行法治原则,才能真正

地将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一

项重要目标和任务来对待。综观当今世界, 凡

是重视宪法的国家,法治就昌明;凡是忽视宪法

的国家,法治就松弛。能否实施宪法,树立宪法

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可以视

为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愿意实行法治的试金石。

因此,在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0治国方略的过程中,一定要大树特树宪

法的权威,要将依宪执政作为依法执政的核心

工作来抓,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

来抓。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在全社会树立法治

的权威和威信,才能真正防范人治的干扰,才能

真正地迈向法治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