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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的一种现象。
因此要把它放到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加以研究，并要关注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效用，这是法律社会
学的理论要求。
以这样的观点去考察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与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关系，可以说法律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是
时代的一种呼唤。
    当代中国法治之路，必须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主题相联系。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根据存在于现实社会的运行之中。
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主题，笔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自觉自动地汇入世界文明主潮流这一
现代化的活动。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普遍性。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自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的时期起，人类历史便开始从“史前历史”
过渡到真正的人的历史，从“民族历史，，过渡到“世界历史”。
现代化从少数地区和国家向世界几乎所有地区和国家的推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无论其历史和社会背景如何，无论其自身处于怎样的历史发
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中，都不能始终游离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之外，最终都要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现代化发生的根据归根结底在哪里。
其实，从本质上说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这样指出：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是扩大这
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是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发展的本身就
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惟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
因为商品经济不是为了自给自足，生产者的生产并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进而
获得剩余价值。
这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这种欲望推动着人们力图无限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并使之成为现实。
同时，在商品经济中，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产生的竞争关系，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也迫使每个
社会主体不断提高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借助于科学技术，不断改变生产条件，但它随之带
来的是人们具有全新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人的独立性、知识性、民主精神、法治及城市生活等，这些
表征现代化的成分有了现实的根据。
    法治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有法律，但它并不一定实行法治，做到依法治国。
法治概念的内涵最为根本的就在与民主的紧密结合，其精髓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或政府对社会的统治
手段和统治工具，转变为约束政府权力、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
即法的权威。
实行法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但这个过程不会自然生长，需要不断进行法制的变革。
由于不同民族或国家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起点不同，其法治的发展或历程也就自然不同。
传统中国的法以皇权为中心，以“重刑轻民”为表征，这个特殊的历史起点，对社会主义中国法制的
建设以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历史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反复。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
他指出，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较长，封建主义影响根深蒂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
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我们进行了三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
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
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
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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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封建主义残余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侵蚀着中国法律领域和法律文化的社会根基。
邓小平还从“文化大革命”以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特权现象，论证了必须加强法制来加以克服。
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
当前，也还有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
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制和制度之外的权利。
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
这方面的思想、观点，邓小平曾反复加以阐明和强调，这说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发展法治文明，对法治的主要任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就很有必要。
同时，也可以分析法律社会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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