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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 “法律是根高压线，谁碰上它谁触电；法律是个守护

神，惩罚犯罪护好人。” 材料2来源：考试大 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人大于1982年修改了宪法，以后又通过四个宪法修正

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

和200多件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650多件现行

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多件现行

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

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材料3 2005年7月，《物权法(草

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200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举

行历史上首次立法听证会，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听取社

会建议。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文公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14万多条修改

意见。参与提出意见的，既有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也有普

通市民甚至农民工。他们提出的不少意见，都很有见地和价

值，受到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材料4来源：考试大 1998年

，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发

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关键，发

扬民主是基础，依法办事是保证”。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江

泽民同志着眼于探索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性，

科学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重要思想。江

泽民同志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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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考试大 材

料5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十六大重申

了这一主张并将“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

重和保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目标之中。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

展观。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国家的根本法。十六届四中全

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

》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这一系列有关人权的重要宣示表明：第一，尊重和保障人权

已经成为新时期我们党的一项基本政治主张，成为国家的一

项重要宪法原则，必须始终不渝地为之努力奋斗。第二，提

出尊重和保障人权，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宏伟目标，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要求，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

重大战略思想，具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

。第三，提出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尊重和

保障人权这一基本政治主张的发展方向，它既给民主政治建

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又从人权发展的视角赋予经济

社会发展以新的内涵，并使之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

的一个重要标志。 材料6来源：考试大 1993年8月，江泽民同

志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社长采访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适时地进行了政治体制



改革，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以保障人民能够充分地享有公

民权和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最关心中国人民人

权的是我们自己。1949年以前，中国80%的人处于饥饿和半饥

饿状态。现在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

了，人民在各方面享受的民主权利更是前所未有的。今天中

国所焕发出来的巨大活力，正是中国人民拥有广泛自由、民

主的生动写照。 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来源：考试大

(1)上述材料1和材料2、材料3都说明了什么问题？试述法治与

法制的关系。 (2)为什么说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它体现了江泽民同

志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

机统一”的重要思想？ (4)材料5中的一系列有关人权的重要

宣示表明了什么？ (5)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内在要求。结合材料6简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你怎

样看待国际上有人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

”、“国家主权有限”等新干涉主义论调？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