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重法治引领建设法治中国

编者按:建设法治中国是一项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伟大而艰巨的战 

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目前，我国 

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法治中国建设也开启了新航程。如何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作 

用，构建一个契合法治规律、切合中国实际以及开放融通的法治新格局，是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此，本刊特邀专家学者撰文，就建设法治中国的相关 

问题进行探讨。现将来稿刊载如下。

“互联网+ ’’时代的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

正如数千年前的畜力利用、2 0 0 年前的蒸 

汽动力、100年前的电力技术一样，当今互联网 

技术日益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并 

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互联网创造人类生活 

新空 间 ，成为国 家 治 理 新 领 域 ，也是法治建设 

的新助力；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更好地实 

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互联网思维促进科学立法

法 律 法 规 是 法 治 建 设 最 基 础 的 要 素 ，科 

学立法是法律质量最基本的保证。中共十八届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 

是善治 之 前 提 。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 

理 念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 

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 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 

拥 护 。这 就 要 求 把 公 正 、公平、公开原则贯穿 

到立法的全过程中去，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 

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 

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科 学 立 法 就 要 抓 住 提 高 立 法 质 量 这 个  

关 键 。法 律 既 是 对 社 会 关 系 的 规 范 ，也是  

对 社 会 关 系 的 反 映 。高 质 量 的 立 法 ，既要呼 

应 人 民 需 求 、体 现 人 民 意 志 ，也 要 人 民 充 分



参与、体现人民主体地位；既要逻辑缜密、

切实可行、便于实施，又要公开颁布，使广

为周知。

在传统条件下，真正制定一部体现人民

需求和意志，又能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完

全满足各方面要求的法律，殊为不易。即便国

家在制定法律时有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政

治抱负和真诚态度，但由于技术困难和组织

问题，相应立法往往难以真正实现。在信息

不对称的情况下，立法者很难真正全面搜集、

科学分析和切实认识民众的意志和需求，从

而使得立法在根本上可能偏离初衷；在幅员

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如果交通设施和信

息交流无法通畅，立法者就无法全面听取人

民的意见，而只能通过代议制或代表制来弥

补，这与让人民直接表达心声仍有距离。即便

耗费巨大成本、广泛了解了人民的意愿，但要

整理、分析和提炼这些意见也存在客观的困

难。而互联网的出现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些问

题，真正实现以民为本、立法为民，并且让人

民有机会直接表达意愿甚至参与立法。

互联网为人民广泛参与立法提供了更

大的可能，网络成为政府了解人民需求和

意志最便捷的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已经相当

于欧洲人口总量。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7.31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299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较2015年年底提升

2.9个百分点。习近平同志指出，网民来自老百

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走好网

络群众路线”就成为互联网时代贴近民意最

便利的方式。

在传统的信息交流模式下，立法征求意

见无疑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在五四宪法

制定时，全国曾有1.5亿人参加讨论，提出110

多万条意见和建议，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而

在互联网时代，除了线下征求意见外，通过网

络征求意见可以吸引更多民众参与，通过网络

方式提出的意见也更便于加工整理和进行数

据分析。正如在互联网产业发展中必须依靠

数据驱动战略一样，互联网时代的立法大数

据、民意大数据为实现科学立法提供了最大

化的可能。

“互联网+”助力建设法治政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

于实施。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

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要求

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

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

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

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

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实事求是地讲，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是核心与前提。只有政府及相关公职

人员依法行政、守法诚信，才有建设成法治社

会与法治国家的可能。而要做到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和守法诚信，

关键就在于服务、透明、参与、监督这几个

方面。所谓服务，就是放管服相结合，建设服

务型政府，寓执法、管理于服务之中；所谓透

明，就是建设开放政府、透明政府，让对人民

坦诚成为政府及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所谓

参与，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各种形式

倾听民意、促进参与，让全社会都有参与建

设法治政府的渠道与可能；所谓监督，就是

以透明和参与使政府真正处于人民的监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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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法治的轨道之上。而在这些方面，互联网

都有用武之地。

服务是现代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更是现

代政治的基本特质。“互联网+政务”为政府

服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互联网打破了

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突破了信息无法共

享的障碍，可以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路”，极大地便民利民。以北京正在推行

的“北京通卡”为例，通过实名认证体系接入

各委办局进行服务，把原来链接式的服务真

正变为一站式的服务，逐步融合现有社保、交

通、公安、医疗、教育等行业卡应用，实现一个

应用程序即可满足百姓吃穿住行全部需求的

设想。

透明是对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现

代政治的基本伦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

提出，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

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

公开、结果公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

新政务公开方式，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

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提高政务公开信

息化、集中化水平。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互

联网+”可以实现全天候、全透明的政府，充分

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信息化不仅助力服务

型政府和透明型政府的建设，通过网上征求意

见和网上举报，“互联网+参与”“互联网+监

督”更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及对政府的监督提

供前所未有的便利。

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是中共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确立的重要

目标，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互联网+”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新型助力，而

能否过得了互联网这一关，也检验法治政府的

成色。

信息化提升公正司法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如何实现中共十八

届四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规范司法行为，加

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互联网+”

同样大有可为。

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

有麦克风。社交媒体的发达将公安部门的侦

查与执法、检察机关的自侦与公诉以及人民法

院的审判与执行，都纳入到人民群众的监督之

下，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利用互联网对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

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

“互联网+司法”的一个突出成就便是

人民法院的司法公开。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民

法院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努力实现阳光司法，

打造透明法院。2013年至今，依托现代信息技

术，基于长期以来人民法院信息化所取得的成

就，人民法院着力打造阳光司法工程，全面推

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

开和庭审公开四大平台建设，增进公众对司法

的了解、信赖和监督。截至2017年7月23日，中

国裁判文书网已经公开裁判文书31407657篇，

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裁判文书数据库；

中国庭审公开网开通不到一年，已经视频直播

了232933件次庭审，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

的庭审视频直播数据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庭审视频直播既是

司法公开的新途径，也是最彻底、最直接、最

鲜活的司法公开新形式。人民法院的庭审视

频直播不同于西方国家由媒体进入法院进行

的直播，而是由人民法院掌握庭审视频直播

的主动权，既实现了直播的公开和透明，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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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建设必须注重对本土经验的研

究，而中国传统明德慎罚的观点应特别予以重

视。明德慎罚的观点体现出，中国法治传统对

隐型系统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法治的

隐型系统是客观存在的。法治作为社会的一

种制度安排，当然有其显型的体系，如完备的

法律制度、完整的法律实施条件等。但显型系

统的背后还有隐型系统，这种隐型系统主要通

过人们的道德、习惯、法律思想、价值观念等

反映出来。虽然中国古代法治达不到当代的水

平，但传统的明德慎罚的观点对隐型系统价值

和作用的分析，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仍具有

较为重要的意义。

明德慎罚的内涵

据考证，明德慎罚原则最迟是在西周时期

被确立起来，《尚书·康诰》记载：“惟乃丕显

法治中国建设的本土经验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李瑜青

现了直播的有度、有序。如果说古代衙门旁听

是“现场正义”，报纸广播对庭审的报道是“转

述正义”，曾经的庭审电视直播是“可视正

义”，那么现在经互联网、社交媒体进行的庭

审视频直播堪称“即视正义”。可以说，庭审

视频直播不仅实现了司法公开从静态到动态

的转变、从纸质到电子的飞跃，也实现了我国

司法公开相对于西方的弯道超车。

更重要的是，庭审视频直播促进了司法公

正。据不完全统计，自1996年广州通过电视进

行第一次庭审视频直播以来，通过电视、互联

网、社交媒体以及图文与视频等方式，人民法

院已经完成了近80万场各种形式的庭审直播，

但在海量的庭审直播中，几乎从来没有发生

过重大舆情。实证研究也显示，庭审直播的确

在维持庭审秩序、促进息诉罢访、提高司法公

正、提升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可以说，“互联网+司法”带来了阳光

司法和看得见的公正。

事实表明，无论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还是司法公开，在“互联网+”时代，阳光透明

既是成效卓著的法治公开课，也是提升全民守

法意识的普法课。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我

们可以骄傲地说，正如高铁已成为中国制造的

金字招牌，“互联网+”下的司法公开也正逐渐

成为中国法治的闪亮名片。能否充分利用互联

网带来的红利，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甚至

人工智能的杠杆效应，既是决定我国能否顺利

实现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因素，

也是增强我国在法治制度与理论上的国际话

语权、提升我国依法治国形象的重要途径。插

上互联网的翅膀，中国法治建设必将实现凤翔

九天，不仅为我们带来阳光、透明、参与和正

义，还必将成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具

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对更优良

法治道路的探索贡献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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