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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7_83_AD_E7_c26_516635.ht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过去法律不完善、无法可依的状况已发

生根本性转变，立法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许多法

律，诸如义务教育法、社会保障法、食品卫生法、生产安全

法、资源保护法等出台后，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仍

然相当普遍。 培训师彭灿认为：地方保护主义蔓延，法律权

威受到挑战。 据了解，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通过的各项立法已达到200多件，加上由国务院颁布实

施的法规，总数已达2000多件，这还不包括由各省级人大、

地方政府及中央各部委等其他部门出台的法律法规。 目前存

在的法律“虚位”、执行不到位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

是法律法规本身制定得很好，但由于受到地方保护等干扰，

导致执行不下去或者是执行不好.二是确有个别法律法规由于

追求立法规模和速度，脱离当前的国情，因而在实际执行中

效果大打折扣。 抚顺挖掘机厂几年前资不抵债实施破产，当

时欠债10亿元，资产4亿元。如果按比例清偿，最大的债券人

是银行，如果依法执行清债，企业将无钱安置职工。在这种

情况下，当地政府出面干预，坚决没有让法院和债权人把钱

划走，最后巨大的债务只能转化为银行的不良资产。 辽宁省

公安司法干部管理学院法学院院长张百杰认为，人治是困扰

法律正常实施的主要原因，政府行政权力过度膨胀，行政干

预司法，使执法环境变得不容乐观。 同一部法律在中国实施

有时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许多时候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



怪，对于同样一个法律关系，如果案件在广东和辽宁同时起

诉，同时宣判，结果却可能截然相反。 消费者王海几年前曾

经在国内两地各买一部冒牌手机，之后在两地分别打官司要

求索赔，两地却给出了不同的判决，其中一地以王海知假买

假判处其败诉，另一地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处其胜诉并

获双倍赔偿。 大量类似现象的存在，使得法院的公信力降低

。 万学金路培训师彭灿认为：有法不依，不少法律形同虚设

。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

当建立安全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采取措施保

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而学校方面在保障未成年人人身安

全方面往往把法规置之脑后，安全措施不力，特大校园安全

事故不断。 江西都昌县土塘中学发生学生拥挤踩踏事件，

致6人死亡，90余人受伤.哈尔滨双城市一辆非法“送子车”发

生坠桥翻车事故，造成8名小学生不幸死亡，39人受伤⋯⋯类

似校园安全事故屡屡发生。 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规定：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现实生活

中，工厂企业和个体私营业主使用童工现象并非个别，在许

多地方随处可以看到一些小饭馆里跑堂端菜的小姑娘，模样

看去至多就是十四五岁。 广大城乡“留守儿童”、“流浪少

年”的出现，均反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虚位状态。 近几年

我国煤矿发生安全事故频繁，并非缺乏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国家及有关部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早有非常详细而健全的法

律法规，但是在大部分发生矿难的地方，这些法律法规都是

形同虚设。 2006年5月18日，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

发生透水事故，56名矿工遇难。在这起矿难发生之前，工人

在井下作业时就发现了透水迹象，但黑心矿主却置法律和矿



工生命于不顾，仍然逼迫不明真相的矿工下井采煤。国家安

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指出：“左云矿难充分反映出安全监管监

察工作执法不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仍然没有真正落实到县

乡和企业，有法不依仍然是安全生产工作的痼疾。” 按照安

全生产法，瞒报事故属于违法行为，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7年3月18日，山西省晋城市苗匠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

事故，矿主隐瞒不报，破坏现场，主要人员逃匿，导致21名

矿工遇难。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每天事故死亡人数

为300人左右，2006年一年发生安全事故61.8万多起，死亡10

万人。 山西省阳泉煤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石盛

奎指出，一些企业和业主无视法律，非法违法生产是发生矿

难等生产事故的重要原因。 安全事故频发，与有些地方政府

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有关，这种不正确的政绩观，不惜以践踏

法律法规、牺牲工人生命作为发展的代价。 民以食为天。食

品卫生安全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尽管为了让老百姓

吃得放心，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已下了很大力气，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颁布不少，但因监管、执行不力，近年来

有关食品安全的事件及案件在全国接连不断，从安徽劣质婴

儿奶粉到河北苏丹红鸭蛋、到山东多宝鱼等“问题食品”事

件不断发生，民众至今未能摆脱危险食品的威胁。记者走访

山西城乡一些居民，不少人都反映他们曾经有购买假冒伪劣

食品的经历。 为何食品安全问题难解?关键还是法律法规落实

不到位。1995年我国就出台了食品卫生法，但时至今日，食

品安全信用体系仍远未建立起来。 据业内人士反映，食品“

从田间到餐桌”有条漫长产业链，从种植养殖、生产加工、

市场流通一直到存储、运输，环节众多，加上食品安全涉及



农业、质监、卫生、工商、药监、检验检疫等众多监管部门

，各部门都在管，却都管不到位。 加之制假、造假、售假的

违法成本较低，作为食品传播链终端的消费者，维权成本相

对偏高，使得法律这根高压线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万学金路

培训师彭灿认为：法律意识缺失造成执法环境恶劣。 中国人

长期以来依法办事的意识薄弱，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

并没有真正确立。因不懂法、不守法、不信仰法、不尊重法

所产生的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处存在。 法学界专家指出

，我国正在走向法治，正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社

会的转型期，法制的健全和完备固然十分重要，但最关键的

还是执行要到位。如果法律制定很多、很好，但没有执行力

，结果可想而知。只有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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