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时光匆匆袁记忆有痕遥置身于这个大发即视繁荣的时代袁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袁我们有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遥正是在这一年袁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要成就遥2014年10月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遥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发布袁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遥法治已成为我国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遥法治安邦治国袁法治呵护民生袁法治维护正义袁坚持有法必依袁公
平正义在我们国家正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遥为此袁本
报特地邀请了我校法学院的专家学者袁畅谈他们眼中
的依法治国袁与全校师生和广大读者一起聆听法治进步的足音遥法治影响生活袁生活推动法治遥生活不会停
止袁法治的脚步也不会停歇遥愿法治的光辉朗照在中国的大地上袁照亮我们国家的前行之路袁温暖我们每个人
的心灵袁为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生活保驾护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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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广清教授院福建江夏学院副校长尧教授尧博导曰兼任教育 法学学!教学"导委员会委员袁教育 国家#$教%&'专家,中国国()法学会副会长尧中国法学会*+,-法./会副会长0社会12曰主持国家社会!学基3重点450国家45多4袁成678法 09 :;<多次遥人类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表明袁大国的崛起就是法制的崛起袁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袁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袁越来越体现了对法制的重视袁体现了实现依法治国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家战略的决心遥十八届四中全会更像一个强大的助推器袁将中国的国家治理推入法治的轨道袁并力求从三个方面解决依法治国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院助推之一院提出了要具备法治国家的法治要素遥全会从立法尧执法尧守法尧监督保障各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袁这些内容与国际上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袁是与国际接轨的遥助推之二院补充完善了法治国家的建设内涵遥全会提出在党的领导下袁完善党内法规袁法治国家尧法治政府尧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袁这是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创新遥法治国家的建设特别是初期建设必须要有一个权威的力量去推动袁如果缺乏党的领导袁依法治国根本无从谈起遥但党的领导与职权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袁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遥
助推之三院完善了法治国家建设的具体措施遥全会提出了法治国家建设的具体措施袁如提出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尧法制建设纳入政绩考核内容尧重

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等措施袁明确而具体袁操作性很强遥以上三大助推力无疑会使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迈向一个新的目标袁但要真正落实全会的精神还需要做好下列工作院一尧进一步树立法治特别是宪法的权威袁而且要使人人都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一点袁并能自觉遵守与服从遥国家宪法日的设立袁是树立宪法权威的第一步袁全国人大还应设立专门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的权威机构袁一切与宪法相违背的都应得到纠正或废止遥在宪法的框架下袁还应该完全做到科学立法尧严格执法尧公正司法尧全民守法遥在这些方面袁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袁如在科学立法方面袁应全面清理相关的法律尧法规袁包括党内的法规体系袁使之不能与宪法相违背遥

二尧有序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遥我们应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袁制定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与分阶段性目标袁对这些目标的完成质量要求及完成时限进行明确规定遥三尧建立国际公认的法治国家的评价体系袁对我国法治国家的整体建设情况进行适时的评价袁以使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成效能够得到国际的认同袁全面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遥

三大助推 力解决依法 治国最后一 公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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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届 四中 全 会亮 点 解读 与 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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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冶的总目标袁把形成野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冶尧野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冶尧野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冶尧野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冶等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遥这在我党历史上袁是史无前

例的伟大举措遥依法治国的目标是良法善治袁体现在立法尧执法尧司法和守法的

各个环节遥其中袁对法律的信仰袁是野法治

中国冶的基点遥依法治国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袁正所谓野悬衡而知平袁设规而知圆冶遥因此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遥依法治国必须是良法之治遥良法是体现公平正义之法袁符合普遍民众的价值情感之法袁实现民众普遍利益之法遥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袁同样袁良法也应以实现公众利益尧实现正义为

依归遥良法是法律获得普遍信守的前提袁这
就要求立法者应当坚定法治理想袁胸怀公平正义理念袁将公平正义等法的基本价值

理念融入到每个具体的法律规范之中袁以此构筑野法治中国冶的基础遥野法令行则国治国兴袁法令弛则国乱国衰冶袁依法治国必然要求有法必依袁良法善治遥然野徒法不足以自行冶袁良法善治要求执法者必须公正执法袁不能选择性执法袁不能任性执法尧不能关系执法袁要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袁心中只有事实和法律遥执法者应始终以法律的准绳为依归袁秉承野对于公权力的行使袁法无授权即禁止袁对于私权利而言袁法无禁止即自由冶的基本理念袁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遥司法工作者心中当永存正义袁牢记司法是
社会正义的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保障遥哲学家培根说过院野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袁其恶果

甚至超过十次犯罪遥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
律要要

要好比污染了水流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要要要好比污染了水源遥冶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袁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袁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遥因此袁司法工作者必须谨守法律的分际袁只向真理和法律低头遥法令行与不行袁野法治中国冶能否实现袁端视法律信仰能否形成袁法律能否真正被人们信守遥当下袁最迫切的任务是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袁法律必须被全体国人信仰遥而法律权威的形成袁首先要求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信仰法律袁视法律为权力行使的唯

一准绳袁带头模范守法袁依法行政袁公正司法遥否则袁法律的信仰将无从谈起袁法律终将成为权力的奴婢袁民众只能信野访冶不信野法冶袁法治的理想难以实现袁终将陷入历史轮回的怪圈遥从这个意义上讲袁野法治中国冶理想的实现袁必须从信仰法律开始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野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冶,这意味着我国将开启一个公民权利保护的新时代遥民法在学界被称作野万法之母冶袁其对于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宪法遥宪法解决的是公权力的范围问题袁而民法解决的是私权利的范围问题遥对于公民的人身权尧财产权尧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来说袁民法典犹如一部权利指南袁它告诉人们所享有的最广泛的权利内容袁可谓为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冶袁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尧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袁更是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遥现阶段袁虽然我国民法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袁但基本上是由一些单行法拼接而成的集合体袁欠缺科学化体系袁也缺乏板块之间的逻辑袁往往存在冲突和矛盾遥其表现为院一是制度野打架冶袁比较典型的就是物权法与合同法这两部重要法律在一些具体规则上相互冲突曰二是制度重复与制度缺失同时存在袁比如侵权责任法对道路交通侵权尧医疗侵
权尧环境侵权的规定就与其他法律重合袁而财团法人等重要的民事规则袁至今却尚未建立起来遥民法典的缺失袁导致实践中法官所用的法条形形色色袁一些法官仅凭自己对法律的感悟和理解而找法尧用法遥所以袁要解决这种矛盾袁就有必要编纂民法典袁使得各类民法的成文在一个体系内更为和谐袁为司法提供统一的裁判依据袁否则就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遥目前袁我国已经制定了叶婚姻法曳叶继承法曳叶民法通则曳叶收养法曳叶合同法曳叶物权法曳叶侵权责任法曳等一系列单行法遥可以说袁民法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袁所以编纂民法典已经具备必要条件遥第一步袁对现行民法通则进行全面修订袁并上

升为民法总则遥根据民法专家孙宪忠的研究袁民法通则的156个条文至少有70个已
被新法所替代袁基本上已失去了作用遥没

有被替代的条文中袁大部分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遥把民法通则改为民法总则是现在最关键的一步遥第二步袁对现有的民事单行法查漏补缺遥王利明建议制定一部人格权法袁将其作为未来民法典的一编曰杨立新建议将婚姻法和收养法合并袁制定完善的亲属法或婚姻家庭法曰修改物权法尧合同法尧继承法等法律袁消除条文之间的矛盾袁使之协调一致遥第三步袁编纂民法典遥这要求以民法总则为基础袁将各个民事单行法纳入其中遥颁行一部面向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袁是实行依法治国尧完善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袁也是我国法律文化达到一定水平的体现袁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遥不仅能够真正从制度上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袁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袁而且将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腾飞尧文化昌明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浴编纂民法典将开启公民保护的新时代rst院生于1959年9月袁uP于vwH法大学袁现

任福建江夏学院法学院教授袁主要./xy为民法尧IJ家Q法尧z{法遥长|}K民法尧IJ家Q法的教学和./~�袁兼任中国法学会IJ家Q法学./会理K尧福建9民法./会理K尧福建9IJ法家Q./会常2理K尧福建闽天律师K2所律师遥

10月20日至23日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袁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遥全会通过了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遥作为一名教师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遥一尧科学立法是前提遥依法治国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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