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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政治文明、民主与依法治国 

刘益颖

    内容提要：政治文明对于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标志—民主是依法治国的

基础和条件，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法律至上，法律才能得到彻底的实施，其国家的公民才有普遍的法律

信仰，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司法独立。 

    

    关键字： 政治文明 民主 依法治国 法律至上 实施 法律信仰 良好的法律 司法独立 

    

    

    (一)政治文明的概念 

    

    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和财富。所谓政治文明，就是人类在政

治领域内创造的财富，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

自由、平等以及人们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

会、国家文明水平。”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化过程，就是对人的价值的不断发展、不断尊重的过程，是对

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和的过程。政治文明体现为政治的理性化、有序化和和谐化，其

价值目标在与实现民主与自由的确立和与和谐。 

    

    (二)依法治国的概念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和国家的历史同样悠久,而法治即依法而治的问题也由来已久。早在古 

    希腊的时候，号称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就提出了人治不如法治的主张，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则

提出了古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并为后人广泛引用，他推崇依照多数人制定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提出

了法治应该包涵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

法律。 

    

    在当代西方国家，依法治国并没有统一确切的解释,但是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和一种现实的社会状态,

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却是一致的： 

    

    1.作为民主标志的依法治国是以维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为特征的,是专制的对立物。 

    

    2.作为理想的依法治国，是指确立法的最高权威，一切社会成员都必须坚持以理性的、非人格化的、

公开而明确的、相对稳定的法律为依据，严格依法办事,以法治国。 

    

    3.作为社会状态的依法治国，是指依法治国总是受到特定国家或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极其传

统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状态。它的兴衰和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是密切联系的。 

    

    依法治国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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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治是国家通过法律限制权力的方式， 

     

    2.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 

     

    3.实现正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江泽民同志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概念和伟大意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

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

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

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三)政治文明的核心标志—民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条件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标志，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 

    

    专制下的“依法治国”，其实质是在“人治”的基础上实施的。古今中外的一切国家，多多少少都可

以说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和法西斯独裁国家，这些国家，都利用了法律来进行统治。

不过它们的法律，乃系于君主或独裁者一己的意志，被统治的人民无权加以过问而已。实质意义的法治，

则不仅仅是依法治理、依法而治，更主要的，它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法治国家。“法治如不建筑于民

主政治之上，则所谓法治云云，定不免成为少数人弄权营私、欺世盗名的工具。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

下，法治才能成为真正于人民有利的一种制度。也只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更求充分彻底的实

施。” 

    

    民主政治之所以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 

    

    1．专制政治意味着某个人或少数人垄断政治资源的特权，它不可能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主体和政治

权利的要求，其产生的法律也必然只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丧失了依法治国的群众基础。 

    

    2.民主政治意味着政治主体的复合性，为了保证政治权利，政治信息等政治资源在不同的政治主体间

进行公正、合理和有序分配，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只有政治文明，才能容纳根据法治的

精神而形成的涉及重大关系的理性化制度的确立和运行的合理形式。 

    

    3.民主政治确保了权力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在专制政治制度下，权力的集中使掌权者肆无忌惮得滥用权力，从而使法律化为乌有，或使法律成为

统治者实施暴政的工具。 

    

    民主政治使国家权力分立制衡，防止国家权力的失控和异化，这才使法治成为可能。 

    

    

    (四)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法律至上。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的两重涵义中有一点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说明法 

    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法律至上。法律相对于其他社会调控手段而言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

法律对整个社会都具有一体遵行的效力，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法律至上的实质是法律支配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用法律治理或控制国家权力，使权力运行规

范化、理性化、程序化，防止权力滥用导致对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侵犯，藉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

长治久安，而这正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而在专制国家中，统治者的命令就是法律，统治者凌驾于

法律之上。因此，专制中并不能实现法律至上。“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而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

成为国王，”而也只有在自由国家中法律才能成为国王。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中，所有人包括最高

统治者才能都被纳入法律的控制之下，这就为有效地控制和限制共权力，防止腐败提供了可能。 

    

    1.有民主国家，法律才能得到彻底的实施 



    

    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须付诸实施。如果法律得不到实施，不如没有法律。切实地将法律付诸实施，使

任何人都不享有法外特权，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指出，“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定部

分中的应当是这样的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不影响人的行为，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另一方

面，如果私人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不受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规则、原则或准则的指导，那么是专制而不

是法律，会成为社会中的统治力量。”而只有在民主的国家，法律才能得到彻底的实施。 

    

    2.只有在民主国家的公民才有普遍的法律信仰 

    

    普遍的法律信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在现代民主国家，国家强制力并不是人们遵从法的唯一的，

决定性的因素，法律权威性和可靠性使人们从内心崇拜法律。“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为狂信。”因为，依法治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还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

一种视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而这种意识，这种观念，这种理念和文化只有在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中出现。 

    

    3.只有在民主国家，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之法必须是良法。人们遵从法律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法的公正、正义的信任，所

以法律必须合乎理性、正义，而不仅仅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如果奉行法

治，就必须把制定良好的法律作为法治的首要追求。但在专制社会里，法律只是少数掌权者意志的体现，

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在民主国家，法律才能维护社会每个人的合法利益，才有良好的法律。 

    

    4.只有在民主国家才能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则。司法独立是体现法治国家实现法律设定的权利，自由，平等价

值目标所依据的精神，并保证法律被独立、平等、公正适用的原则，是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司法公

正和公平的重要保证。 

    

    司法独立主要包括三点： 

    1 判权的独立 

    

    审判权的行使不以任何其他意志为转移，法官只服从于法律。 

    

    2 法主体的公开性 

    

    这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居于中立地位，这样才能把法律所体现的自由理性精神具体溶入和贯彻到各案公

正的审理中。 

    

    3 司法程序的保障性 

    

    司法程序是司法公正的保障，道格拉斯法官也提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这三点的实现只有在民主的国家中，因此，只有在民主的国家才能实现司法独立。 

    

    因此，民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条件，民主作为政治文明的核心标志之一，这说明政治文明对于依法

治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政治文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将推动依法治国

的不断完善。法治只有凭靠各不相同且相互冲突的符号和意识形态的协调共存，才能得到更好得维持下

去。“当伟大的，盛行的，真诚的理想使某个民族大为激动且变的脱离实际之时，也就是司法制度失去其

威信和影响之际。只有民主才能防止产生偏狭且极权的政治统治。” 

    

    我们现在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就是要建立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国家，即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全面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仅意味着法律制度将得到全面的遵守，而且意味着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

价值等法的“内核”将得到全面的体现。总之，建设政治文明的提出，将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将使法治运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一步向政治文明的方向发展，即向理性、

科学、民主的方向发展。 

    

    

    参考书目: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2003年《中国法理学论文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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