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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

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

取得新进步。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活力增强，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爱

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

化。 在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有进一步的指出，深化政

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

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

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

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

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

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

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

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而法治

作为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

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

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子》中也出



现了“以法治国”一词。其后，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等人

又发展了“法治”思想。近代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

资产阶级法治思想，促进了资本主义法治的建立。然而他们

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立法治国家。新中国的成立，为建立

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取得重要成就。但是由于后来受“左”的干扰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法制建设一度遭受过严重挫折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十分强调法制建设，他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

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96年2月，江泽

民同志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深

刻地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涵义，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

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历史任务。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

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把这一治国方略以国家根本大

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

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

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

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

法治国就是要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

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

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



和精髓；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尊重和

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

法治的根本要求；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自

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

是我党和国家历来建设的重点，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了

长足的进展。但是我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与

法治的推进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回顾党的

艰辛历程，回首我国建立、发展、推进民主与法治的进程，

展望十七大精神。十七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

治建设将会加速，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基层民主与依法治国均将稳步推进，有效呼应中国民众不

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总的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彰显 1、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基层

民主建设。 基层民主是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民主的基石。扩

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

己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

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

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

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

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

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

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

社会生活共同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

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

，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深化乡镇机构改



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

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

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2、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制度完善。 “

代表比例城乡平等，写入十七大报告。在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方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选举法》规定，我国

人大代表的城乡比例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

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

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就是说，同样的人口数，农村的

代表名额只有城镇的1／4。“这种4∶1的比例存在弊端：在

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很少，代表反映农民的诉求受影响。”

理论上，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权利，取消农业税、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农村义务制

教育等措施，是从经济、社会权利来保障农民与城市人的平

等权，城乡选举代表比例相同，则是提出了政治上的平等权

。因为政治上的平等，最主要的是选举权的平等，这样就有

利于将来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这项建议，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是及时而必要的。十七大报

告“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

真正要成为现实，还需要依照法律程序先修改《选举法》，

这样才能将执政党的意志转化为法律意志。 3、坚持以经济

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民

情都有所变化、有所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

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将

有效解决目前中国的权力运行机制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主



要有：首先，政府行为不规范；其次，对公共权力的运行缺

乏监督。目前，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

、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在内的民主监督体系框

架，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其三，领导干部的权责不统一

，责任制和问责制需要进一步强化落实。 而解决的关键就是

要实现民主的有效形式偏少，建设力度偏小，制度资源不足

等问题。 4、不断发展多层次民主协商。 近年来，中国协商

民主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民主党派的领导干部也开始在

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还有待于把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

重要会议同步召开，使民主党派参与到中共制定方针政策的

过程之中，共同协商。同时与群众进行政策协商，使政策真

正成为群众意志的体现，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方向。协商民

主的发展，最具有现实意义和贴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

，就是民主协商要向政策层面的协商发展。决策机构能否以

及如何与相关人民群众进行协商，使社会利益的分配更加平

衡，使决策更加科学，这是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人

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焦点。 针对政府机关干部开展民主协商

的素质不足，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不足，是中国目前

社会群体的政治组织化程度不高，相关的群体和组织诉求难

以集中、概括和表达。完善的立足点应该是推进听证会制度

上的有效实施，使老百姓能够拥有有效的信息沟通管道，有

效地集中和表达，民主协商的质量就会高很多。因此，民主

协商的形式、步骤、过程需要进一步建设。 5、努力建设民

主监督体系。目前，中国的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

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多个方面。我国监

督体系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成，监督体制建设呈现出分类推进



的特点，但是其内部细致的监督机制和规范还没有得到填充

，各类监督的发展也不平衡，有待于形成监督合力。比如，

党内监督仍将是监督体制建设的重点，人大监督作用的发挥

同样值得期待，司法监督还要加强。此外，人民群众也通过

上诉和申诉的程序对司法体系进行监督也有待加强，未来更

重要的是要提高司法体制内部的素质，使司法体系能够接受

监督，能够经受监督，而司法监督建设更要依赖司法体制和

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 6、不断完善法治建设。中国是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开法制讲民主，就失去了法律依据。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石。在当代中国，无论

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抑或是政

府公权力的运行，都必须在法制范围内进行，都必须严格依

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目

前还有一些公共权力没有严密的法律来规范，致使一些权力

“有权力无程序”、“有权力无责任”，权力在行使的过程

中具有随意性，导致权力的膨胀，有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造成

侵害。同时，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还缺乏具体化，也导致

了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对公民私权的尊重不够。法治建设需

要进一步为权力的运行设立程序和规范，使权力运行进入法

制化轨道。中国法律对权力制约将从一般的号召和政治原则

，过渡到社会实践的层面，目前在这些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多

迹象，十七大以后这一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7、全面落实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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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

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

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

、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尊重和保障人权，依

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各级党组

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

法和法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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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