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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C_97_E4_BA_c26_507015.htm 现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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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

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 (二)十六大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

形势，继续完善经济领域立法，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努

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逐步扩大公民对

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继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

立法质量，制定和修改法律达62件，特别是进一步建立健全

了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法律制度、产权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

，预计到2008年初我国现行法律将达到230件左右。 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工

作的基本准则。从2003年到今年6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

法律议案29部、制定或修订行政法规122件。政府职能进一步

转变，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减少，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决策进

一步实现科学化民主化。有超过70%的市县政府出台了规范

行政决策的专门规定。政府行政审批项目中央一级共取消和

调整1806项，省级政府取消和调整2.2万多项，均超过原项目

的一半以上。管理方式正在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向注重

依靠法律手段的转变。 分析： (一)原因：要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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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策：1、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

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

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保

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

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加强人大常

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 2、发

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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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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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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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

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

、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

，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

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5、加

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

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

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

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6、完善制约和监

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

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

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

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

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

职责。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

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

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



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

，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论说文 司法

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坚持司法为民，着力解决制

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充分发挥司法机关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司法行为得到规范，司法监督

得到加强。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让司法

更加重视人权保障；3171个法律援助机构和1.2155万名法律援

助工作人员，让法律更加注重弱势群体的保护；矛盾纠纷多

元调处机制，让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以落实。 全社会法律

意识普遍增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全民普法规划让人们对法律的需求由单纯接受，转变为运

用法律，参与社会法治实践。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树立起

法律权威，生活靠法律规范，纠纷靠法律解决，权益受侵害

时依法维权，逐渐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我国正处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

要的阶段性特征。这个特征在政治建设领域表现为，人民群

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

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

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这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

方针。尽管我们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任务还很繁重，需要

解决的问题还不少。但我们坚信，只要遵循这一基本方针，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推进国

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我国就一



定能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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