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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招标项目《和谐社会运行 

中的法治保障体系》 

积极开展研究 

 

由中国人民大学胡锦光同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谐社会运行中的

法治保障体系》（05&ZD024），自立项以来积极开展文献检索、组织调研、举办学

术研讨会等活动，并形成部分阶段性成果。  

一、项目进展情况 

按照研究计划，课题组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国际国内文献检索。国际文献方面，安排专人系统收集、整理、翻译了美、

日、法等国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透明政府建设等方面的资

料，约3万字；通过举行国际研讨会的形式分别邀请德国宪法法院、法国宪法委员会

专家对该国的相应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国内文献方面，收集、整理了关

于司法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基本理论等方面的资料，约6万字，并使之进一步系统

化。 

2、调研和访谈工作。各子课题分别成立调研小组，对全国人大、民政部等国家

机关及浙江、湖南等部分省市的相应部门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

材料，了解到实际部门面临的问题，为深化和拓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际材料支

持。 

3、召开课题组会议。为使课题总体规划与各子课题之间的研究进展保持协调， 

2006年8月，召开课题组会议，听取各子课题负责人对项目进展情况及取得成果的

汇报，并对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下一步研究工作进行了讨论和部署。课题组

负责人胡锦光同志指出，2006－2007年度，课题研究重心在于各子课题的独立进

行，将主要通过召开小型专题学术会议等形式，对各子课题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



攻关，力争取得突出成果。会上，还对各子课题的不同步骤进行了合理安排；对

各子课题的共性部分，将统一组织调研，对彼此间可以共同使用的研究数据，将

形成共享机制。 

二、召开学术研讨会 

按照研究计划，课题组组织召开了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对和谐社会基本理

论、和谐社会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和谐社会构建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取得共

识。 

1、“和谐社会运行中的法治保障体系”研讨会。2005年12月召开，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社科院、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等教学科研单位的40多位学者，以及全国

人大法工委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分三个单元进行，第一单元主题是“法治对

和谐社会形成的作用”，与会专家主张从微观角度和具体问题入手，从规范性法律

文件审查机制改造入手，发挥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第二单元主题是“和谐

社会运行中法治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与会专家从和谐社会与法治的关系、人们

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和谐社会与民族习惯法等角度进行了探讨；第三单元主题是

“和谐社会运行中法治保障体系基本内容之间的关系”，与会专家提出要注重从立

法源头完善法治机制，要注重从中观角度进行研究创新等一系列富有参考价值的意

见建议。通过研讨，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即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价值追求的

最宏伟目标，而消解不和谐正是法律学人的共同使命。 

2、“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学术对话”研讨会。2006年5月召开，来自北京大学、

中国社科院、中国政法大学、军事科学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的50多位专家参

加了会议，《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会议分四个单元

进行，分别就基本权利的效力、契约自由原则的性质、物权法与宪法的关系等问题

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认为，在我国对宪法与其他部门法关系的认识一直存在争

议，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更是争议的焦点，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对物权法草案是否

违宪的问题更是将这一争议推向高潮，因此本次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学术对话非常必

要，也非常及时。 

三、阶段性成果 

阶段性成果主要有论文《违宪审查与相关概念辨析》（胡锦光《法学杂志》

2006年04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文本规范研究》（胡锦光《河南省政法

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05期）、《从“某某型法官”说开去》（胡锦光《浙江

人大》2006年04期）、《论对行政规划行为的法律控制》（胡锦光《郑州大学学

报》2006年01期）、《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胡锦光《中国检察官》

2006年02期）、《〈行政诉讼法〉修改：我国法治建设的新开端》（胡锦光《中国



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05期）、《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胡锦光

《中国法学》2005年01期）、《语言权的限制与保护——从地方方言译制片被禁说

起》（刘飞宇《法学杂志》2005年06期）、《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

干宪法问题〉》（韩大元《法学》2006年03期）等。 

其中，《违宪审查与相关概念辨析》认为，违宪审查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

据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对宪法行为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处理的制度，是实践

证明为保障宪法地位所不可或缺的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法制规范的和谐

非常重要。构建中国特色违宪审查制度，对于从源头上避免规范性文件的冲突，寻

求宪法作为根本法效力的实际体现，将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对和谐社会与违宪审查

的关系、违宪审查与相关概念的区分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对宪法司法化等概念提出

了独立见解。 

《“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文本规范研究》一文指出，2004年3月15日全国人大

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非公有制经济做出了新的规范和调整，反映了我国对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化。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的和谐，在二者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关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保护，切实落实宪

法的规定，落实对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及权利发展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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