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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国法治建设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法学所 莫纪宏

  2004年度,我国法治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在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法学理论

研究和法制宣传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以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契

机,突出了/以人为本0的治国理念,强调了依宪

治国的重要性,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中弘扬了宪

法的精神, 极大地提高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

法律地位,全面推进了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第一,以宪法修改为契机,将/三个代表0重

要思想写进宪法,丰富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思想

理论基础。2004年 3 月 14 日, 十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第 4次修正案。该修

正案在序言中明确地将/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与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

列, 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

指导思想,通过宪法修改,确立了/三个代表0重

要思想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指导思想地

位, 使得执政党的执政纲领和政策更好地与国

家的宪法和法律保持一致和协调, 体现了执政

党执政方式的转变以及在执政能力上所取得的

巨大进步。

第二,以/人权入宪0为契机,通过制定和实

施一系列突出/以人为本0治国理念的法律、法

规,全面推进了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

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0,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定。该规定第一次

将人权的概念引进宪法, 使得我国的人权保障

事业与国际人权保障事业同步发展。/人权入

宪0改变了我国传统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基本

权利体系, 通过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普遍人

权概念写进宪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宪

法对人权的法律保护, 扩大了政府在保障人权

过程中承担责任的范围, 提高了对人权的保障

力度。与此同时, 2004 年宪法修正案还规定

/私有财产权0不受非法侵犯, 国家征收和征用

公民的私有财产应当给予补偿等,这些宪法规

定从不同的制度层面进一步肯定了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思想, 符合我国现阶段人权保障事

业的要求。在宪法修正案保障人权、突出/以人
为本0的治国理念的同时,被社会公众视为体现

/以人为本0精神的5道路交通安全法6和5行政

许可法6分别于 2004年 5月 1日和 7月 1日起

正式实施。这两部法律的实施, 较好地改善了

目前人权保障事业存在的社会环境, 不论是对

政府,还是对社会公众,都起到了非常有效的尊

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教育作用。

第三, 在行政执法领域, 以国务院出台的

5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6为基础, 在全国

各级政府以及政府机构中开展了依法行政和建

设法治政府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结合依

法行政的要求, 突出体现了依法行政的核心就

是依宪行政这一现代行政法治原则。为了推动

依法行政, 2004 年年初, 国家审计署加强了对

国务院一些重要的行政管理部门财务实施情况

的监督, 掀起了影响波及全国的/审计廉政风

暴0,进一步加大了行政执法领域反腐倡廉的力

度。

第四,在司法审判领域,进一步加强了检察

机关和审判机关自身的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

通过完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办案程序,

强化了对公民诉讼权利的保护。与此同时, 加

大了对司法审判领域的反腐败力度, 对黑龙江

省、湖南省等有关省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

主要领导进行撤换,净化了司法机关的风气。

第五,在法律监督领域, 不论是政府, 还是



社会公众, 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2004年初,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调整了下属工

作机构,新设立了以监督法律、法规合宪和合法

性为目的的法规备案审查部门, 在全国范围内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标志着我国立法监督工

作逐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第六,在法学理论研究领域,法学界结合新

时期党的各项路线和政策的要求, 特别是结合

执政党对执政能力的建设主题, 加强了对依法

执政理论的研究。另外,宪法学界及其他部门

法学界的专家和学者还积极地参与了宪法修正

案的起草、咨询和宣传工作,及时地将科研成果

服务于法律实践, 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2004年由中国法学会组织评选的/第四届全国

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0的活动获得圆满成功, 通

过评选活动, 向社会公众积极地宣传法学理论

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

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七,在法制宣传方面, 2004 年也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首先是围绕着宪法修正案进行了

学习宪法、了解宪法和遵守宪法的全民教育活

动,特别是对于传播现代宪法的价值观念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坚持/以人为本0的

治国理念,结合出台的5道路交通安全法6和5行

政许可法6, 在新闻媒体上全面深入地阐述了相
关立法的人文精神, 在社会公众中产生了良好

反响,起到了教育作用。再次,以/ 12#40法制宣

传日为重点,开展了/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制

观念0的法制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继续开展了年

度法治人物的评选工作, 吸引了大批社会公众

积极关注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和重大的法制事

件。最后,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通过电

视媒介有效地宣传法制知识, 中央电视台法制

频道于 2004年 12月 28日正式开播,法制频道

的开播对于进一步强化法制的宣传力度将起到

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 2004 年度, 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

引人注目的成就, 许多举措都具有承上启下的

重要作用。特别是提出了/人权入宪0和/法治

政府0的目标,这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