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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的前提和条件在于“良法”的制定和普遍遵行。
什么是“良法”？
是否可以这样说：“良法”就是最适合生活需要之法，是体现了大家都同意的公平正义原则的法律。
在当代中国，要制定最适合生活需要、体现广大人民群众都同意的公平正义原则的法律、法规，就必
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如实地认识客观的需要和利益，正确协调不同的利益并掌握人类积累的法
律文化优秀成果，从中认识法律调整的规律性，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利用客观规律，运用法律为人民
谋福利。
这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入研究历史上、现实中相关
的法律、法规，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结合中国情况，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目前基本达到了门类齐全、内在协调、有法可依的要求。
但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些重要的法律尚付阙如，同时法律体系内部互相矛盾或者不适应社会需要
和中国实际的情形并不少见。
更重要的是，有些法律、法规还不能充分和正确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这就影响了法律的
民主性，从而也必然影响法律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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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国知识分子素有"轻利"的历史传统，加上改革开放以前多年的"极左"思潮和改革开放以来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抽象正义观的双重影响，以至法学家们往往耻于言利，似乎强调利益就不高尚
，就不正义，甚至就违背马克思主义。
或者认为利益问题是社会法学派和利益法学派的"专利"，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法学无关。
其实，利益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以利益博弈为形式的利益冲突包含辩证唯物
主义。
"法的利益只有当它是利益的法时才能说话。
"更重要的是，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因为正如梁漱溟先生所
说的："中国人所憧憬的合理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最高价值，一言以蔽之，曰‘和谐’。
"而利益关系的和谐正是一切社会和谐的基础。
 因此，我国法学应当重视和加强对利益问题的研究。
 一、利益认识的历史轨迹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从抽象意义上讲，人类对利益的追求是永恒的，不分阶级、不分社会阶段、不分社会制度，而且人类
发展的真正动因正是对利益的不懈追求。
但是，人类对利益的认识却有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与利益密切相关的范畴是需要。
需要对人类而言是出于本能。
但是在没有科学认识的远古时期，人类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诸多需要，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得不依赖诸
多需要，因此往往把支配自己的需要当成神灵来崇拜。
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对古代社会的神话和寓言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古代"凡是对人类有必
要或有用的东西本身都是神"。
比如，在古希腊有太阳神、月神、时神、农神、战神、酒神、火神、黎明女神、爱神、河神、美神等
等达三万种以上的神灵，"都涉及最古时代身体的、精神的、经济的或民政的各方面生活的需要。
"古代中国更是多神信仰，《楚辞》中的《九歌》就是中国先民对天神、日神、命神、雨神、河神、山
神等九种神的祭辞。
历史传说中也有农神——神农氏、文字神——仓颉神化人物。
商代更是信奉神灵，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要通过占卜来决定。
古代的神学也就是古代的原始哲学，实际上都是从古代人的现实利益出发的，因此现实利益也是人类
哲学思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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