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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中国法治领域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
酝酿多年的物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终于出台，关系每个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合同法修订，还有最
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死刑复核权，等等，加上十七大召开，都使这一年显得不同寻常。
本书集撷了一大批顶尖级学者和官员，对2007年的法治状况进行了深入解说，并对2008年的法治发展
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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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治在改革中前行——2007年法治回眸与2008年法治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摘要
：2007年，中国法治高举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以人为本，深化改革，开拓
创新，立法发展、司法改革、依法行政、法律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律教学与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
明显进步；在民商事法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法治和刑事法治等方面，都有重大进展。
2008年，中国法治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为主线，强调法治观念更
新，突出法治整体改革，推进法治协调发展，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又一次见证中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见证中国民生法治全面崛起。
关键词：中国法治 法治改革 改革开放30周年 民生法治2007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具有特
别重要意义的一年。
2007年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式确立十周年。
十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广泛传播，法制宣
传教育广泛深入开展，依法治国观念深入人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执政党提高执政
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原则；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已经初步形成；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正在国家行政机关如火如茶地全面展开；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改革），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现司法公正，取得初步成效；加强对权力的监
督制约，尊重保障人权，不仅是一种政治观念，而且越来越普遍地落实到各种制度、程序和规范之中
⋯⋯总之，十年依法治国，成绩巨大，困难不少，前途光明。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成绩，做出了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战略部署。
2007年11月27日，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为题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
这标志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表明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坚持依法治国的执政
理念和执政方略未改变。
2007年，中国法治高举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以人为本，深化改革，开拓创
新，在立法发展、司法改革、依法行政、法律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律教学与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
明显进步；在民商事法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法治和刑事法治等方面，都有重大进展。
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战略部署的第一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北京的奥运之年。
2008年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
为明显通货膨胀；将举行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
，组成新一届政府；将举办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反垄断法、城乡规划法、就业促进法等一批重要法律，将
又一次见证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见证中国民生法治全面崛起。
一 回顾2007年：法治以改革为主题（一）“以人为本”的民主法治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是2007年中国政
治生活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的重大事件。
十七大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地阐明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战略思想。
十七大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权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对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十四大、十五大，有关保障人民权利的法律日渐完善。
党的十五大第一次以政治报告的形式宣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价值和人本精神。
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人宪法，确立为一项宪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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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这是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发展的里程碑。
遵循十六大的精神和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结合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要求，执政党的
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相继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提出促进社会和谐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
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予以落实并提供保障。
十七大报告特别将“以人为本”置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位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并在新修
改的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2007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特色和主
线。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人民在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路的同时
，建设并发展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实践证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
党内民主继续扩大并深入发展。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政治局通报民
主生活会情况的举措；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班子也按照中央要求，向同级党委全委会述职和报告工作、
接受全委会监督，全委会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党的十六大“两委”选举差额比例在5％左右，党的十七大“两委”选举差额比例都超过了8％，进一
步扩大了代表的选择权。
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并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
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
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以改革的精神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创新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2007年，民主政治建设成就卓著：（1）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县乡两级同步选举，进一步保障人民的选举
权利，巩固基层政权建设。
根据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决定，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开展。
这是宪法、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将乡镇人大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后，县乡人大的第一次同步换届选举
。
换届选举涉及选民9亿左右，其中乡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涉及选民就有6亿多，全国一半的公民都在这
次选举浪潮中被动员起来。
（2）通过任命党外人士担任国务院部委正职领导，进一步发挥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的作用。
2007年，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出任国务院部委正职领导。
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两人分别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担任部长的首位民
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将对权力运行机制产生重大影响。
（3）通过贯彻实施监督法，进一步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充分发挥代表
机关的民主监督功能。
200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监督法全面和系统地规范了各级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宪法关系，创设了许多具体的监督形式，进一步完善了监督程序，提
高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实效。
（4）2007年9月13日，以反腐倡廉为宗旨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在京正式挂牌成立，该机构从动议到正式
挂牌历时4年。
（5）进一步加强对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权利保障制度建设，2007年10月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的“中央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人事仲裁委员会”，标志着以事业单位聘用人员、政府机关聘用制公务
员以及军队文职人员为主体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国家干部”自身的合法权益获得了人事争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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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的救济。
（6）进一步强调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积极慎重、稳妥、及时地出台保障公民权利的各项重要法律
。
（三）立法民主化、科学化2007年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一年。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立法历史，中国除了修改颁布1982年宪法和对1982年宪法进行四次修改的31
条宪法修正案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和170多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国务院制定了70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4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
规。
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依法行使自治权。
目前，中国共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
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少数民族实行了地方自治，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
族10449万总人口的71％。
截至目前，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660多件；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实际
，制定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法、草原法等国家法律的变通和补充规定70件。
经过30年的努力，以宪法为统帅，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
、诉讼法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构成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实现
了有法可依。
2007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继续加强立法工作，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2007年集中力量，确保提请审议或通过的法律案20件，其中再次审
议的7件，初次审议的13件（修改7件，新制定13件），预备项目9件。
截至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出台的法律有：物权法、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禁毒法、反垄断法、就业促进法、城乡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修改）、节约能源法（修改）、律师法（修改）、民事诉讼法（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修改）、
路交通安全法（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修改）、文物保护法（修改）等。
综观2007年的立法，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凸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的理念。
物权法、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明显改变了过去以经济立法为中心的立法结构
。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立法始终是国家立法工作的重点，而社会立法则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截至2003年的统计，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37件，其中经济立法22件，社会立法1件。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62件，其中经济立法21件，社会立法5件。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118件，其中经济立法35件，社会立法6件。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124件，其中经济立法29件，社会立法4件。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总计立法341件，其中经济立法107件，占36.5％；社会立法16件，仅占4.7％。
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制定300多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三
分之一以上是经济法律。
”在2003年公布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本届人大任期内将审议的法律草案59件，其中
经济法类法律草案14件，社会法类法律草案6件；研究起草、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17件，其中经
济立法6件，社会立法无。
在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团和联名代表共提出991件议案，其中行政法
类316件，经济法类237件，社会法类只有128件，远远少于经济法类议案。
在地方立法中，重视经济立法、轻视社会立法的现象依然存在。
例如，江苏省人大常委会1993～1997年共制定和批准了76件经济法规，占立法总数的55％；安徽省九
届人大制定、修改、批准经济类法规70件，占立法总数的54.7％。
十届全国人大以来，社会立法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立法与社会立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正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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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逐步得到解决。
第二，立法进一步民主化。
民主立法日益成为中国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许多涉及国计民生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法律，
经过多轮次征询社会公众的意见，在最大程度吸收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谨慎
地出台。
物权法经过八次审议，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意见，召开了上百次的座谈会，并召开了论证会，直接听
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才由全国人大制定出台，并从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都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充分吸收了民意。
民主立法、开门立法正在成为中国立法的一种常态，而“长官意志立法”、“关门立法”越来越成为
非常态。
第三，立法进一步科学化。
搞立法就是搞科学，不能有任何“弄虚作假”。
中国立法机关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和立法规律来立法，更多地发挥专家学者在立法中的作用，更多地学
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第四，2007年国家立法的突出特点是向社会立法倾斜，不仅体现为社会立法的数量增多和社会立法所
占的比重大幅提高，而且社会立法的质量得到提高。
2007年立法在立法结构、立法技术、立法规范、立法程序和立法质量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但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部门和地方借立法扩权卸责
、以立法谋部门地方之私的现象尚未消除；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工作才刚刚起步，民众的利益诉求、
社会的意志表达、公民的立法参与等，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过
去长期积累的重复立法、空洞立法、形式主义法、追求数量的立法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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