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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B_8B_E5_B1_B1__c122_486420.htm 白皮书描绘了一幅正在

成长的法治中国的图景，回答了国际社会十分关心的“未来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发展

中大国，大国社会转型的秩序治理本身即具有特殊的艰巨性

和复杂性。如何驶驭转型秩序，减少转型成本，降低和化解

转型时期的各种风险因素，是一个艰巨任务。 中国所要建立

的法治社会，绝不是某种在书本里设计出来的、理想化的、

孤立封闭的“法律帝国”，而必然是一个经济繁荣可持续发

展的法治社会，一个人人享有平等人权的法治社会，一个公

民平等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的法治社会，一个公平正义、

和谐文明的法治社会。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又

是欣逢奥运、令世界倍加关注中国的一年。《中国的法治建

设》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在这一年发表，客观上

强化了它的总结与展望的意义。 说起中国的法治状况，人们

容易有一种直观的印象，即中国法治远不如中国经济发展那

样成就显著，甚至于对法治状况的批评远多于肯定。这种印

象一方面是源于法治建设客观存在的某些不足与问题；另一

方面也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特殊复杂性缺乏理性认识。中国

的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法治建设既

要完成自身的制度转换，同时又承担着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的转型秩序治理，其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

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所以，以简单直观的印象评价一个发展

成长中的中国法治状况，往往有失片面。《白皮书》就是要



系统总结三十年来的法治建设，向世界展示一个法治中国的

堀起进程，它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白皮书的理论境

界 《白皮书》的最大亮点，就是较完整地向世界展示了一个

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 一般说来，构成白皮书亮点

的东西，一是思想的新颖性，二是得到正面的集中阐述。依

此要求看，《白皮书》好像更多地是用事实说话，除了正面

论述了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七个方面的成就外，没有

刻意追求集中阐述其他的思想观点。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

，法治白皮书的细节亮点很多。整个《白皮书》的各个部分

及其里面的一系列细节亮点，共同描绘了一个成长中的法治

中国的图景。 《白皮书》的具体亮点可归纳为五点： 第一个

具体亮点，《白皮书》确认了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

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对于

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经济文化仍然比较落后

的国家来说，从人治转向法治，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跨跃，

是用了无数教训和代价换来的。 第二个具体亮点，《白皮书

》提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可以这样说，坚持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既是法治建

设的根本宗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

法执政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中国法治三十年发展成果的

思想结晶。 第三个具体亮点，《白皮书》第一次把法治建设

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完善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学守法等方面扎实推进，全面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就明确了现阶段法治建设的一

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即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立法、执法、

司法等法治各个环节的工作，根本一点就是强调法治建设本



身的全面协调发展，强调法治建设内部各个环节之间以及法

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 这是针对过去三十年法

治建设的不足与问题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指导思

想，与保障人权等其他指导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以人为

本、保障人权是一种价值性的指导思想，说明了“应该做什

么”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作为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既包含

着“应该做什么的”内容，同时又强调了策略方法上的内容

，回答了“怎样做”的问题。 第四个具体亮点，是全面总结

了中国三十年法治建设的七个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既有治

国方略方面的，也有执政治国方面的；既有人权方面的，也

有社会经济方面的；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也有制度成效方

面的；在法律制度的成效里面，既有法律自身的成效如执法

司法等，也有法律的社会成效???经济社会的法治环境。应该

说是一次全面的总结，也是对关心、关注中国法治状况的国

内外人士的一次良好的回应。 第五个具体亮点，《白皮书》

描绘了一幅正在成长的法治中国的图景，回答了国际社会十

分关心的“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白皮书》说明了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发展现状，以及未来法

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价值主张，描绘了一幅未来法治中国的

图景。同时，《白皮书》还多处使用了“进行时”的语言描

述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轨迹。比如，在前言部分

，《白皮书》写道：“中国人民正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13亿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

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民主与法制的道路

上阔步前进。” 在第二部分后面，白皮书写道：“中国正处



于社会转型期，法律体系具有阶段性和前瞻性特点，今后仍

将继续制定和新的法律和修改原有的法律，使法律体系不断

发展和完善。”在中国正在迈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国际

社会非常关注中国将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大国和法律

大国？《白皮书》的最大意义，向世界说明中国正在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个法治中国正在成长。 科学发展观之我

见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未来的法治国家建设，这是《白皮

书》提出的，不同于以往的法治发展新思路。虽然《白皮书

》对此着墨不多，但地位重要，其深意值得挖堀。 第一，以

科学发展观引领法治国家建设，要求我们以把握法治成长的

规律为前提。从所周知，中国法治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存在，法治观念和

守法精神淡漠，法律运行机制不完善，法律效率较低，社会

维权成本过高，等等。然而，这些问题却并不是杂乱地存在

的。在其背后存在着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法治精神之间的

时间错位。法律制度是某种可以迅速变化的因素，其“可构

建性”和“可移植性”最强。法律秩序是相对缓慢变化的因

素，其虽然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得到暂时性的维护，却不

能不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相比之下，法治精神是更具“生

长性”的因素。人们可以一夜之间构建出一个完善的制度，

却无法迅速普遍地在人们心中树立法治信仰。由此可见，随

着无法可依问题的逐步解决，中国法治发展在当前和今后面

临的突出问题，是“快速建立”的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和法

治精神“缓慢生长”之间的矛盾。这是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它说明法治的确需要时间，需要一个“内在生长”的过程。 

第二，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法治国家建设，要求我们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中国将长期面临法律制度创新与法律秩序转型的

两大挑战。在法律制度创新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一项全新的实践探索，这在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远比借鉴

、采用世界上已有现成经验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 三十年的

法治建设，仅仅是一个起步，未来的制度创新之路还很长，

需要用极大的法律智慧与创新性实践来努力完成。在法律秩

序转型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大

国社会转型的秩序治理本身即具有特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如何驶驭转型秩序，减少转型成本，降低和化解转型时期的

各种风险因素，依然是法律与其他方面工作共同面临的艰巨

任务。 第三，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法治国家建设，要求我们必

须明确，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绝不是一个孤

立封闭的“法律帝国”，而是法律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公

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社会。 由于中国属于后起的现代化国家，

不得不同时面对西方国家在几百年时间里所遇到的问题，不

得不以极大的实践智慧处理好转型与稳定、自由与秩序、公

平与效率、民主与权威等一系列价值之间的目标冲突问题，

这使得法律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所以，中国所

要建立的法治社会，绝不是某种在书本里设计出来的、理想

化的、孤立封闭的“法律帝国”，而必然是一个经济繁荣可

持续发展的法治社会，一个人人享有平等人权的法治社会，

一个公民平等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的法治社会，一个公平

正义、和谐文明的法治社会，一个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法

治社会、一个认真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致力于世

界和平发展的法治社会。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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