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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方略确立与中国法治进程 

——法学研究所的建设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研究所在法学界同仁的支持和参与下，在推进我国法治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确立

方面努力开拓，不断创新，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下，记录了法学研究所在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部分

大事： 

    1.1979年，法学研究所王家福、刘海年、李步云参加中共中央64号文件《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

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的起草工作。 

    2.1979年11月3日至1981年4月，法学研究所吴建璠、刘海年、欧阳涛、张绳祖参加中共中央关于"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起诉书的起草工作，王舜华教授被指定为江腾蛟的辩护律师，出席"两案庭

审"。 

    3.1979年12月，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学研究》第5期开辟"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专栏。 

    4.1981年，法学研究所召开"人治与法治"学术研讨会。 

    5.1982年，法学研究所张友渔、王叔文作为主要专家参加"八二宪法"的起草工作，法学研究所宪法室

被指定为宪法修改的资料室。 

    6.1989年1月24日、2月16、22、23日，法学研究所为了庆祝《法学研究》创刊十周年，连续召开中国

法制改革理论讨论会。国内许多著名学者与会。 

    7.1989年《法学研究》第2期发表王家福、刘海年、李步云《论法制改革》文章。 

    8.1991年6月，法学研究所举办"全国第一次人权理论研讨会"。 

    9.1991年10月21日，法学研究所举办"法治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雷洁琼到会并讲活。 

    10.1993年，吴大英、刘瀚主编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一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成果

奖。 

    11.1995年1月，《法学研究》联合十余家法律报刊开展"中国法治之路"有奖征文活动。 

    12.1995年1月20日，法学研究所王家福研究员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主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

度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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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96年2月8日，法学研究所王家福研究员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主讲《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4.1996年3月，《法学研究》第2期刊登王家福、刘海年、刘瀚、李步云、梁慧星、肖贤富署名文章

《论依法治国》。 

    15.1996年4月13-15日，法学研究所在京召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术研讨会。会议

围绕江泽民《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特征、原则、

目标和模式四个问题。来自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部门以及全国众多高校

的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16.1997年4月18-20日，法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依

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汝信副院长莅临并讲话。来自外地和北京的80余名

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分为五个主题：1、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2、法律与道德；3、

法治与制度文明；4、部门法与精神文明建设；5、实现法治国家的途径。 

    17.1997年5月6日，法学研究所吴建璠研究员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主讲《"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

法》。 

    18.1997年，王家福研究员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为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和"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十五大报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97年，法学研究所与瑞士联邦研究所共同举办"人权与宪政"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98年5月8日至10日，法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在京共同

主办"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和中央有关国家机关的同志近百人参加了研

讨会。研讨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研究同反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深入探讨了廉政法治建设的基本原理、原

则、模式、体制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和改革方案。 

    21.1998年8月29日，法学研究所李步云研究员在人民大会堂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题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讲座。参加听讲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秘书长、副秘书

长，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等170余人。会前，李鹏委员长会见了李步云研究员。 

    22.1999年5月8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法学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依法

治国与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两个单位自1996年发起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系列研讨会的第四次。来自全国各地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同志8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着重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角度，

深入研讨了推进我国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公正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

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和改革方案。研讨会议题包括：1、司法改革的目标；2、司法改革的基本思路；3、司

法权的性质与特征；4、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机关的地位；5、司法领导管理体制的改革；6、司法人事制

度改革；7、审判委员会制度和审判方式改革；8、人大对司法的监督等。 

    23.2000年5月26日至27日，"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在法学研究所召开。研讨会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与法学研究所共同举办。会议共分为四个主题：1、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的基本理论；2、我国法律分类及部门法的完善；3、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区域和地方立法；4、国

际条约与国内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人大、中国法学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学

者共9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24.2000年9月23日，法学研究所夏勇研究员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主讲《西部开发与加强中西部发展

的法治保障》。 

    25.2000年11月29日至30日，"法治与21世纪"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与瑞士联邦研究所共同举办，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协助筹备本次研讨会。 

    26.2001年7月11日，法学研究所郑成思研究员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主讲《信息网络的发展与加强法

律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7.2002年，法学研究所牵头组织中国--欧盟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交流网络学术研讨会，该项目是中国

外交部与欧盟委员会协议项目，并经外交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会签，李岚清、钱其琛、李铁

映等领导作了批示。 

    28.2003年，法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法治论坛"系列丛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9.2003年9月29日，法学研究所李林研究员为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主讲《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 

    30.2004年，法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法治蓝皮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每年1卷。 

    31.2005年6月4日，法学研究所与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共

产党依法执政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 

    32.2005年7月10日，法学研究所李林研究员为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六次学习做讲座《依法治国与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贾庆林主席主持会议。 

    33.2005年1月25-26日，法学研究所在京举行"科学发展观与法制建设"研讨会。 

    34.2005年4月29日，首届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法鼎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中国社

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同志作重要讲话。孙在雍、朱锦昌、曾宪义、尔肯江"吐拉洪、王家福、江平、

刘海年等出席。 

    35.2006年5月26日，郑成思研究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主讲《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 

    36.2006年6月18日，法学研究所与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理论与实践" 

学术研讨会在法学研究所召开。 

    37.2006年，法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法治国情调研项目获准立项并启动。 

    38.2006年9月23日，法学研究所举办"首届中国法学博士后论坛（2006）：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39.2006年11月4日，法学研究所举办"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 

    

（蒋熙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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