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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自由、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合理地界定并调适三者间的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融 人现实生活的关键。

民主因自由与平等的张力而产生,是实现自由并调节自由与平等紧张关系的一种政 治机制。法治则是理性地发展

民主、实现自由的一种规范性制度安排。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联系表现在两 者彼此依赖,在与自由相互适应、相互

协调的现实中实现人的自由之美。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自由   民主   法治   

On the lntrinsic Relationshi ps among Liberty ,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Wan Bin    Wu Jia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iberty , democracy , and the rule of laware very complicated . Howto define 
and adjust their values is the key tothe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s and real life . De mocracy is the 
result of a tensile force fromliberty and equality . It is a political mechanis m which can realize liberty 
and adjust the tension bet ween liberty and equality . The rule of lawis a nor ma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hich develops democracy and realizes liberty rationally . The positive connection bet 
ween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expresses itself in their dependence on each other and in the 
beauty of liberty which is re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daptation and inter-coordi nation with 
liber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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