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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7_80_E8_AE_BA_E6_c122_484525.htm 自古以来，实现社

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热爱和平

，崇尚和美，追求和谐，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

德。然而，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生成，也不会自然实现。和

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必须借助于法治

的践行。在法治社会，诉讼是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最基本形

式和最后保障。公益诉讼为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提供了

新的途径，从而推进法治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一、和

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字最早见于金

文，有关“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左传》写道：“八年

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诸子百家争论不

休，但对“和谐”却都心向往之。从孔子的“和为贵”、“

和而不同”，到墨子的“兼相爱”、“爱无差等”，再到孟

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表达了

社会和谐的主张。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

拉斯的“整个天是一个和谐”、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空

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全世界和谐”、欧文“新和谐公社

”，都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美好社会的憧憬。与历史上关于和

谐社会的各种定义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关于和谐社会的定义

有着全新的科学内涵??“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

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



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法治保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治保

障。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

方式。它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

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普遍、稳定、明

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

严甚至特权。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

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

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终标准；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

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包括政府都无例外地受领法

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

。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摆脱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形成

高度稳定有序与和谐状态的必然要求，从而保障和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 法治的核心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现

代法治内含民主，其精髓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

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的前提下以法来

有效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

腐败，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

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我国是人民当家

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

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

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必须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

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当某一受托者不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

权力时，人民有权直接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公益诉讼

制度迎合了当前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权力制约、实现法治的



迫切渴望，为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法

。 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促进法治发展 英国法谚云，“无救

济即无权利”。权利与司法救济唇齿相依，没有救济，权利

就只是一纸空文。在法治国家，权利必定意味着司法上的救

济。司法救济是一种最根本、最重要的维护利益不受侵害的

解决途径，是保障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手段。因此，在

法治社会中，诉讼被公认为是保护法益的一种普遍和有效的

方式。诉讼有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之分。私益诉讼旨在保护

个体利益，公益诉讼旨在保护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指国家

或社会全体或部分成员享有的共同的、整体的利益，包括国

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是指国家的利益，社会利益是

指社会全部或部分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是可以区分的，但有些时候，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公共利

益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公共利益在主体上是整体的

而不是局部的利益，在内容上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将日益发展，

为全体公民所享有的权益将日益扩大，社会公共利益将日益

受到重视。在我国，社会体制决定了对我国公共利益的保护

尤为重要。由于目前约束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主体的行为规

则大多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真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约束社会主体的准则还不完善，这易导致社会主体的行为模

式偏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上

应当制定相应的制度保护公共利益。而且，基于“有权利必

有救济”的理念，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可以诉诸司法救治是法

治应有之义，因此，公益案件也应纳入现有的诉讼体系。 公

益诉讼是任何组织或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就违反法律给国家



、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事实上损害或潜在损害的行为提起诉讼

，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根据适用法律

的不同和解决的纠纷的性质不同，公益诉讼可分为刑事公益

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目前在我国，只规定

了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刑

事公诉，是属于公益诉讼的范畴。近年来，出于保护国家资

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在法律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借鉴国外的经验作法，在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提起诉讼

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2001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要求各级检

察机关“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支持有起

诉权的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 公益诉讼起源

于罗马法，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罚金诉讼或民众诉讼，是相对

于私益诉讼而言的。美国是现代公益诉讼的创始国，已形成

健全的公益诉讼制度，适用公益诉讼审理的案件范围广泛。

同样，德国、英国都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无论是英美法系

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涉及公益的案件都建立了相应

的诉讼机制。公益诉讼制度在各国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

而是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我国也是如此。（1）公

益诉讼制度产生的理论根据。公共利益并非是空泛的东西，

它是具体存在的，公共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对权力的监督和制

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

的所有都把具体的权力按一定的组织体制委托给权力的使用

者??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去具体运用。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

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使用公共权力，他们必须向权力

的主体??人民负责。当权力的使用者不依法查处违反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时，人民应该有权直接将侵犯

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交司法审判，由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判决，制裁违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侵

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现行法律只允许直

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如果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直接

利害关系人因不知、不愿、不敢而未提起诉讼，往往形成无

人起诉的局面。在一个法治社会，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

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应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解

决问题。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

权力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2）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

依据。公益诉讼在我国具有巨大的针对性，在现实生活中存

在大量公益被侵犯而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情况。社会主义的兴

起，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公

害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公

益诉讼不断被重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一些不法分

子，钻我国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大肆掠夺国有资产

，损公肥私，进行不正当竞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极大地

损害了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为

了获取大规模利润，不惜牺牲很多长远利益，导致环境被破

坏、产品质量出现瑕疵、消费者权益受损等大量公益性纠纷

。带有政策意义的垄断行业，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居高不

下的服务价格，随意的收费机制，既束缚着本行业快速有序

的发展，又极大的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利益。刚刚公布“2005

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显示我国企业500强所在的行业则大

部分是石油、电力、钢铁等垄断性行业，见证了中国消费者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市场郁闷。从现实来看，建立公



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而且近年

来，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在不断增加，反映

了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现实需要。 四、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公益诉讼制度体现着民主的精神，标

志着法治的进步，是公民有序参与的一条有效途径，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1）公益诉讼制度有利

于制约权力。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

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

为了防止专制独裁和滥用权力，必须对权力实行限制和约束

。公益诉讼权是一种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有效方式，能积极的

制约权力。国家权力的行使，是为社会公共谋利益，也就是

说，当政府未能依法行使权力时，公益诉讼制可以发挥程序

保障作用，限制权力的行使。（2）公益诉讼制度有利于弥补

国家行政管理的漏洞。现代社会日趋复杂，政府的公共事务

也日趋起繁多，使得政府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不可能面面俱到

，总有遗漏之处。为了保证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管理目标的实

现，借“私人检察官”的力量补充国家力量的不足就显得很

必要，即国家将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部分地交与社会组织和

个人。（3）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有利于保

障法律真正得以实施。法律监督是维护法律实施的活动，包

括专门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两种。公益诉讼可强化社会监

督力量，人人都有权参与，把已往看来空洞而虚幻的监督权

变成实实在在的执法权。（4）公益诉讼制度具有预防的功能

。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的损害为要求，任何个人、

组织，对于可能危害或已经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均可

提起诉讼。它可以发挥“禁恶于未萌”的预防作用，改变传



统诉讼事后补救的被动性，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扼杀

于萌芽之中，从而防止社会资源的浪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前进方向是发扬民主，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对中国来说，强调公共利益也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与其说是注重公共利益，倒不如说是建立

在家庭联系之上的家庭利已主义。这种文化实际上造成了中

国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或‘缺乏公共精神’”。 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教育人们关心公共利益、爱护公共利益、

合理享用公共利益和反对损公肥私的行为，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

每一个社会个体不仅仅关心自身的、暂时的、眼前的权益，

而且开始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为“好

事者”提供了法律支持，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 构建和谐社会，要在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平台上充分体现

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形成共同的利益机制。马克思曾说过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构建

和谐社会必须保障人们的利益，只有充分反映和保障人们的

利益，才能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因此，和谐社会应当是一

个利益协调的社会。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

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

种社会矛盾也随之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整

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由于公

共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连带性，一旦遭受损害，极易引致社

会混乱。将社会纠纷与冲突纳入法律范畴通过诉讼来解决，

并借助法律的特性经常性地释放内磨擦力以保持社会的长久



和谐。公益诉讼也是如此，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转化为法律问题，使之随时间逐渐降温，经由理性程序使当

事人的思维趋于理性化，有节制地发泄委屈、不满甚至愤怒

等情绪，防止纠纷和冲突升级为更剧烈的对抗性活动。公益

诉讼制度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

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达到解决利益矛盾、维护安全团结、

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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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