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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作者：周悦    发布时间：2010/04/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慧星研究员 

    最近几年，民法领域立法力度很大，如果今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通过，民法领域法律体系就基本完善了。

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新《选举法》草案最大的进步就在于实现平等。市场经济，首先强调平等，包括经济上的平等，也包括生活中的平等。我

发展，实现平等目标的条件已经具备，这就是这部法律最大的意义。 

   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今年是最后一年。目前我国距离形成有中

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后，全国人大的工作重心应作何调整？围绕这些

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记者：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您觉得，我们目前离这一目标还差多

   梁慧星：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今年是最后一年。当前我国正在建

建设，都要依靠法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完善，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无论是政治建

义。 

   在我国立法力度不断加大，制定了这么多法律后，怎样判断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否形成？这是一个涉

包括宪法、基本法和部门法典。一般认为，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就是刑法、民法等几大法典的完成。在我

经完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变化和转轨中，早在1982年就明确了先制定专门法，再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方

法典，但是遇到诸多问题，于是又回到了1982年的立法方针。最近几年，民法领域立法力度很大，如果今年《

过，民法领域法律体系就基本完善了。从实质来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新《选举法》草案最大的

   记者：在今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选举法》草案，您认为，最大的意义是什

   梁慧星：在刚刚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选举法》草案。此次修改选举法的重

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要求，同时统筹考虑选举法其他内容的必要修改。对条件成熟、认识

改；对于一些目前尚不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暂不作规定，以便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新《选举法》草案最大的进步就在于实现平等，这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工人

同，宪法规定我国要建设社会卞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首先强调平等，包括经济上的平等，也包括生活中的平等。我

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实现平等目标的条件已经具备，这就是这部法律最大的意义。 

   当然在法律修改中，在程序上、具体实施中还存在需要解决的间题。例如，流动人口选举权问题，我

选举权？让流动人口回到家乡投票，可能做不到；让这些农民工在当地投票，也有问题，会增加流人地人口的基

数。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委托投票，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委托投票存在不规范、不透明的弊端，所以有些人大代表曾建



次修改过程中，法律委员会审议时觉得不能删除。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中的问题，现在全国人大明确

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不允许滥用行政权力 

   记者：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立法力度，您也参与了多部重要法律的制定，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参与制定

梁慧星：本届人大，包括前几届人大，都致力于法律体系的建立，制定了多部重要法律，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大部分法律我也

中。 

九届全国人大制定了统一《合同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存在三个合同法，即《经济合同法》、《

法》。三个合同法各自规范不同的关系和领域，相互之间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随着上世纪90年代我国社

经济的快速发展，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现代化的合同法，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合同法》的及时启动，对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直到现在，在国内外反响都很好。 

   十届全国人大制定了《物权法》，这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我国制定《物权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必要性。第一，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就是财产。我们的社会逐渐富裕，人民有了房屋、汽车等财产，但是

样得到保护？对财产的运用应该有什么权利？这些都需要《物权法》作出规定。第二，现代社会是个风险

社会，现在是陌生人社会，人是流动的，由此造成的损害也非常多。高度的工业化、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高速的交通工具，在

便利的同时也在增加危险。比如说汽车，以前北京很少有汽车，人们走路都是走马路中心，没有危险。但是

素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民的安全感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被侵犯怎么办？这些也需要《物权法》作出回答。第三，我

是政府主导型，从单一公有制突然转向市场经济，一个结果就是行政权力膨胀，很容易导致滥用，损害人民

强制拆迁。人民政府设立拆迁办公室拆人民的房子，这在历史上没有过，也是说不通的。所以党和国家下

个问题，涉及整体和局部利益，涉及近期和长远利益，有些地方靠卖土地支撑财政，本身就有很强的冲动

样做，如何处理就是一个矛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钓鱼执法”，北京摊贩悲剧等等。温家宝总

有尊严地活着”，但是面对行政权力的滥用，不仅个人没有尊严，整个中华民族都会没有尊严。 

   所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中全力通过《物权法》。《物权法》虽然条文不多，但是非常重要，关

常重要的权利保护法。 

   十一届全国人大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是《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作为构建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一部分，

了全方面、多层次、立体化的规定，内容涉及百姓生活的诸多方面，与公众利益也息息相关。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

突出的一个问题，一些医疗事故中，对患者造成损害，需要去鉴定，但是我国现在都是医生之间相互鉴定，

存在相互包庇，患者都可能会怀疑，所以引起的纠纷非常多。现在《侵权责任法》强行规定，医疗损害发

任，例如，医院方面隐匿、销毁、伪造病历，现在直接判定为过错。这些规定有利于缓和医患关系，完全按照《侵

系，相信能够增进医疗事故裁判中的公正性，能够缓和医患关系，有很大意义。 

莫让“物权”变“无权” 

   记者：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后，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步伐可能就会渐渐慢下来，您认为未来人大工作的重

   梁慧星：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后，全国人大的工作重心就需要与时俱进地转移，一方面是转移到继续

移到监督法律实施方面来。 

   法律体系的完善还有艰巨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制定法律，一些在单一公有制条件下制定的法律，可能就不符合

际。社会发展变化非常巨大，新的法律制定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就日益显示出来，所以应及时修订一些不合

释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很多，不可能全都协调一致。宪法规定，法律的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但是人大常委

是法律专家，解释起来也存在难度，到现在，除了香港问题解释过一次，几乎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力。现在

和最高法院，有些已超越了宪法的规定，所以人大常委会应该重视和落实这个问题。把法律解释职能落到

法律委员会，可以是专家委员会的性质，归法律委员会代管，针对法律协调、法律体系完善中的一些问题进

常委会审议，以常委会名义发布。 

   法律的实施也是未来人大工作的重点之一。《物权法》制定时社会反响很好，但是也面临执行难的问题

法”，就是因为法律执行不到位，没能产生应有的效力。所以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在工作

执行力度，开展专项质询。 

应继续修改《继承法》和《海商法》 

   记者：刚才您提到．完善法律派系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修订一些时间较为久远的法律，您认为，目前我

    梁慧星：目前，在法律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需要尽



承法》颁布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85年。当时仍实行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全社会长期物资严重

有什么财产，继承关系极为简单，加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刚刚恢复，对于继承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认识

略，仅有36个条文，遗漏了许多重要继承制度。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于1992年11月7日通过

个年头。17年来，航运实践已经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国际国内立法环境有了很大的发展，《海商法》自身也

我国海运和经贸事业发展的要求。 

   记者：请您谈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改的建议。 

   梁慧星：《继承法》实施至今已有25年之久，25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

义市场经济有了相当发展，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拥有的私有财产

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继承法》已经无法满

时，《继承法》本身的诸多漏洞和缺陷，也限制了继承制度调整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

   我认为，修改《继承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关于遗产的范围。继承立法应采取列举式，明确规定《物权法》、《公司法》、《合同法》等现

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属于可以继承的遗产范围。 

   二是关于完善继承权丧失制度。继承法乃私法，应重视并充分体现对当事人意志之尊重。 

   三是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为尽量不将遗产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应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之范

   四是关于代位继承制度。在代位继承的性质上应当采取固有权说，被代位继承人即使丧失继承权的，代位

   五是关于遗嘱的形式。（一）各种遗嘱应具有相同的效力，而不应赋予公证遗嘱最强效力；（二）应

嘱；（三）录音遗嘱应改为音像遗嘱，以涵盖录像、光盘以及其他电子读物载体的遗嘱；（四）危急情况

认。 

   六是关于特留份制度。建议创设特留份制度，以遏制遗嘱人滥用遗嘱自由，切实保障法定继承人的合法利益，以

家庭秩序。 

七是关于补充继承制度。补充继承能够更加充分地尊重遗嘱人的意愿，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行的

定的必要。 

   八是关于遗嘱执行制度。关于遗嘱执行，继承立法应规定下列制度：遗嘱执行人的资格和确定、遗嘱

等。 

   九是关于遗产分割制度。（一）遗产“归扣”，我国继承立法应规定“归扣”制度。（二）遗产分割的效力。我

法实践经验，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遗产为继承人共同所有。 

   记者：请您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的必要性。 

   梁慧星：我认为，修改《海商法》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必要性。 

   一是我国航运业迅猛发展，要求修改《海商法》。据统计，1998年年底，我国共有国际海运船公司260

运企业已达5571家。中国船队运力规模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球第40位，已跃升至当今排名第4位。我国港口

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航运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在世界航运界的地位明显提升。然而，航运实务

如，物流运输业迅猛发展所引发的无船承运人、国际货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和责任问题、无单放货的法律

问题，等等，从现行《海商法》中均不能找到答案。 

   二是国家相继颁布的许多重要法律，与《海商法》的规定不协调，要求修改《海商法》。与《海商法》有

易法》、《国家赔偿法》以及与《海商法》有密切关系的公法性质的立法，如《船员条例》、《内河交通安全管理

与《海商法》不一致，而且直接影响到海事立法的价值取向。上述国内立法的新发展，导致现行《海商法》

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应当尽快修改《海商法》。 

   三是国际海事立法的新发展，要求修改《海商法》。《海商法》在制定时，广泛借鉴了当时的国际公

标准格式合同范本。但《海商法》实施之后，国际海事立法再度活跃，一些新的或重新修订的国际公约或民

则》、《1992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等。这些国际公约、民间规则或者是合同范本，体现了航运实务的新

趋势，必将对航运实务与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修改《海商法》，借鉴这些国际海事立法中合理的、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