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

13位ISBN编号：9787509706596

10位ISBN编号：7509706599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编，李林　主编

页数：413

字数：46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

内容概要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回顾了中国法治建设30年的光辉
历程，总结了2008年的法治大事件，并展望了2009年的法治进程。
本期蓝皮书从立法、行政法治、刑事法治、经济法治、劳动和社会法治、国情调研和地方法治等方面
分析了中国的法治状况。
本期特别推出了几篇热点法治报告，涉及2008年人们关注的防震减灾立法、冰雪凝冻灾害的政府应急
体制、金融危机与中国金融法治、食品安全法治建设和奥运会与体育法治建设等。
此外，还收录了几篇非常重要的法治报告，内容涉及税法建设、劳动关系中的集体协商、医疗体制改
革、身份证使用的法律规制和现状、住房法治建设、信用卡行业监管等，这些法治报告都与人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
在国情调研篇中，个人信息保护、劳动执法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地方法治篇选取了天津市涉众型经济犯罪、杭州市余杭区法治指数报告，展示了中国地方法治的基本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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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主任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法理学、宪法学、立法学、法治与人权理论、宪政与民主理论。
主要学术成果：出版《立法机关比较研究》、《法制的理念与行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
、《依法行政论》、《当代人权理论与实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权与法治
》、《依法治国与司法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宪政与人权》、《走向宪政的
立法》、《立法理论与制度》、《法治与宪政的变迁》、《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建设》、《依法治国
十周年：回顾与展望》（以上含独著、合著和主编）等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130余篇，完成内部研究
报告60余篇。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
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主问题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担任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深圳市等省市依法治市（省）法制宣传方面的顾问，在若干大学法学
院担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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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面发展中的中国法治——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摘 要：30年来，在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法治”是一个贯彻始终的鲜明主题。
本文回顾了30年来中国法治演进的四个阶段，总结了中国在行政法治、刑事法治、民商事法治、市场
经济法治、社会法治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以及在司法改革、法制宣传教育、公益法律和法学研究
等领域的进步，并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总结了中国在法治建设中积累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30年 法治 发展 问题 经验百余年来，“法治”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尽艰辛而苦苦求索的事业。
110年前，“戊戌变法”甫登上舞台便匆匆谢幕；100年前，《钦定宪法大纲》——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宪法性文件正式颁布，但未能挽救岌岌可危的清廷；89年前，“五四运动”在将中华民族领进了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开启了一条全新的救亡图存与振兴富强之路；54年前，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五四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法治之路；30年前，改革开放正式拉
开帷幕，这一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举措，掀开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是法治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
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是北京奥运会这一“改革开放里程碑”的举办之年，亦是“神舟
七号”上天凸显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年。
这一年对于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中国法治建设来说，无疑都蕴含着
厚重历史感，激发着民族自豪感，从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30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中，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始终贯穿其间的鲜明主题。
对于一个国家的建设、一国法律制度的展开而言，过去的30年并不漫长，在悠久绵长的历史长河中，
仅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中国的法治发展而言，这30年却是一个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历
史阶段。
基于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在刚刚走过的这个30年的“瞬间”中，中国法治事业实现了以往或许需要
更为漫长的时期才可能完成的转型，积淀了丰富而宝贵的成就与经验。
尽管30年法治实践的进程迂回曲折，但无疑所取得的成就是斐然的。
法治的变迁在与改革的相伴前行中愈发鲜动，法治的脉搏在改革的风雨洗礼下愈发强劲。
在宪法这一事关国家大体的“鸿篇巨制”的制定和修改活动中，突出着对法治、秩序、民主和权利的
崇尚；在行政法治的推动中，体现着对“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的追求；在劳动法、
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紧系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的法律制度中，闪动着民意的光芒；在刑法和诉讼法的
修改以及司法改革的推进中，抒发着对于生命权和人身权的尊崇、对正义的执著；在法律援助和公益
法律活动的开展中，充满着对公正公平的欲求与对权利救济的渴望。
可以说，过去的30年，是中国法治全面发展的30年；并且，中国将在法治的道路上坚定地继续前行。
一　30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以一些标志性事件为分界点，根据不同阶段所表现的任务、所体现出
的特点，可以将中国法治3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区分为法制的恢复和重建、法治的发展和推进、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四个前后相承的阶段。
（一）法制的恢复和重建：“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82年12月《宪法》颁布1976年，随着“文化大革
命”的结束，党和国家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
强了保障性措施。
另外，宪法在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健全国家制度方面，还有许多其他改革。
“八二宪法”是新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大厦立起了支柱，对新时期法制
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
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来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法学界也围绕“法治与人治”、“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法律体系协调发展”、“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无罪推定”和“司法独立”、“法制
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依法行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
制建设”等重大法学和法治问题展开了讨论，为中国法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992年十四大召开至2004年20世纪90年
代，中国开始反思社会的治理机制，寻求新的路径。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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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适应，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特别是
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
自此，中国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封闭的社会开始转
向多元、开放的社会。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把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市场经济入宪”，也即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宪法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开始大规模完善以宪法
为依据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从而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目标完全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体系。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十五大报告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方略，其中
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响亮地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纲领，用“法治国家
”概念代替“法制国家”；第二，科学地阐述了法治的本质规定和基本内容；第三，全面阐述了依法
治国的伟大意义；第四，阐明了党的领导与法治、政策与法律、政治与法治的关系；第五，提出了今
后一个时期法制建设的目标，明确了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
的核心或重心问题，即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国家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等写进了宪法。
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历史性跨越。
从此，“法治”具有了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深广意涵，中国法治建设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
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三者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
（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从2004年人权入宪至今2004年，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更好地把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提出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执政思路。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保障合法私有财产权等重要内容载入《宪法》，又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改革开放理论创
新与实践发展的重大成果，是法律价值上的重大突破。
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未来民主法治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任务，要求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
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
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
法治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等等。
这一时期，在中国民主法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监督法》于2006年颁布，关系国计民生基础的《
物权法》在2007年获得高票通过，加之《企业破产法》、《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的制定，《
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均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涉及民生问题，涉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利
益集团、利益主体、利益群体等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法治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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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为法治蓝皮书丛书之一。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中国圆满实现了百年奥运梦想，政府管理同时经历了冰雪灾害
、汶川大地震、食品安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等事件的考验。
在众多困难和考验中，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稳步解决依法治国进程
中的各项问题，进一步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本期法治蓝皮书邀请一批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中国2008年法治发展进行了总结，对有
关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对2009年中国法治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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