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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6_E5_AD_A6_EF_c36_50811.htm 基本内容 一、法制的概

念 法制，是一国法律制度的总和，它包括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法律监督的合法性原则、 制度、程序和过程。 二、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其《公报》中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十六字

，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具体

而言：所谓“有法可依”，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需

要适时制定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要求、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下的

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的法律和法规，使之成为一个完

整的法律体系，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

有章可循。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条件。所谓“有法必依

”，属于普遍守法原则的内容 ，即不仅要求全体公民一律遵

守法律，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它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所谓“执法必严”，是指一

切国家执法机关的活动，必须有法律上的根据；它们在适用

法律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严明、严格、严肃，以保证法律准

确有效地实施，维护法的权威和尊严。它是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的关键条件。所谓“违法必究”，是指无论什么人，只要

违反了法律，都毫无例外要受到法律追究。它是健全社会主

义法制的有力保障。 三、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

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首

先，从产生上看，社会主义民主的存在决定着社会主义法制



的存在。如果没有人民掌握政权的事实，没有社会主义民主

存在的事实，人民就不可能把稳步发展的意志表现为法律，

进而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其次，从本质上看，社会主

义民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性质。社会主义法制的

标志在于法律是否由人民制定，是不是切实体现人民的意志

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决定着法律的“合法

性” 或“正统性”。第三，从发展上看，社会主义民主的发

展程度制约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程度。政治民主化的程度

与法制的完备程度，二者是成正比例发展的。 （二）社会主

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首先，社会主义法制最

重要的内容就是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其次，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权利、程序和方法必须

由社会主义法制加以体现和保障。民主的原则是民主政治存

在的标志，它们必须通过具体的立法规定人们的民主权利以

及严格的民主程序和方法来予以实现。没有相应的立法保障

，没有严格的制度保证“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保证

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不受侵犯，那么所谓“民主”就

不过是一句空话。最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也

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只有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的

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才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环的过程。

总之，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相互保障的，共同推进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没有无民主基础的法制，也没

有无法制保障的民主。失去民主的法制，只能是专制的法律

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法制。反过来，失去法制保障的民主

，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因此，在它们



的关系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极端民主化”；二

是“人治民主论”。前者将民主与法制对立起来，要求实行

无法制的民主。后者从另一个极端否定法制对民主的作用，

将民主的实现寄托在“人治”的基础上，这同样也是错误的

。 四、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阶段、经验和教训 （

一）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

（1949年10月1日至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第二阶段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第三阶段（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

；第四阶段（1976年粉碎“四人帮 ”之后至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第五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 开至现在）。 （二）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经

验和教训 历史的经验证明：治国必有法，无法必乱国。国无

法而不治，民无法而不立。否则，不仅社会动荡不安，而且

生产受破坏，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法

制的过程中，也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制度化、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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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