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千三百多年前，秦孝公问了商鞅这样一个
问题：“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
吏民，皆明之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法
令制定之后，如何保证官民遵守？秦孝公之问被
当代法学家称为“孝公难题”。

两千多年后，同样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又
给法学家们出了一道难题。在电影 《秋菊打官
司》里，因丈夫与村长发生纠纷，主人公秋菊不
断告状。然而，当村长被警车带走后，她却满脸
困惑：只是要个说法，怎么把人给抓走了？秋菊
的困惑在于不知法，这也反映了法治并未真正进
入人们的头脑。

无论是“孝公难题”还是“秋菊困惑”，都
指向法治落实中的艰难。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经过长期努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
上解决了有法可依问题。……现在，我们的工作
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纠。”

要进一步实现“有法必依”，中国还需迈过
几道坎。

在广东省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里，
有这样一个细节：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放置两部
手机。一部用于接听日常工作电话，另一部专门
接听依法行政考评电话。市民在电话里反映的意

见，将影响到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考核。
如广东般创新手段，促使政府依法行政，已

成为不少地方探索的重点。专家指出，要实现依
法行政，需要明晰政府工作机制，做到党的领导
方式必须于法有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建议政府简政放
权，建设“有限政府”。同时畅通对政府的监督
渠道，尤其要打通人民监督政府的通道。

除了依法行政外，依法执政同样重要。“我
国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各级党委。如果把依法治国
比喻为一座大厦，那么依法执政就是其中的钢筋
框架，依法行政就是砖、瓦、门窗，两者缺一不可。”
姜明安说。

历史学家钱穆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其实中国
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也何尝不与当时人
事相配合。”无论是依法执政还是依法行政，最终
都落实在领导干部身上。十八大报告已明确提出：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中共十八大后，司法改革的步伐急促稳健：出
台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改革涉法涉诉信访……但是由于行政化、地方化
等体制弊端，司法公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干扰。

司法改革将成为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内
容，这是大多数受访专家的共识。中国政法大学
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审
判独立，只有实现现代化的审判独立，才能实现
司法公正和权威。

在上海市二中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主审法官
联席会议正在举行，讨论案情的都是参与案件审
理的法官。与以往的审委会会议不同的是，院庭
领导不能干涉案件。这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的去行政化做法，使审判更高效、权

责更明晰。
在司法去行政化的同时，去地方化的目标也

已经明确。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推动省以下
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
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司法改革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中国政法大
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司法的化解社会矛盾的功
能亟待加强。相信这次四中全会在这方面会有新
的对策。目的是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提
升司法公信力，使国家、社会层面的法律争议和矛
盾都能在司法的轨道上有效解决。”

在“秋菊困惑”让法学家紧缩眉头的时候，
另一位“秋菊”却走出了困惑。不久前，已连续
上访5年的湖南常德市民张秋菊，终于向法院提
起申诉。“现在走到哪里，都说要走法律程序，
找领导也没用了。”张秋菊说。

“规章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
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不可动摇的
拱心石。”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这句话，曾被习近平
引用过，用以说明法治风尚与法治思维的重要性。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
必新分析了法治建设的矛盾：“一方面渴望用法
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
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
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

因此，江必新说，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
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
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建设法治中
国，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
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
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
途径、全方位的价值观建设，
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今年，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世界
带来多重风险考验。埃博拉疫情肆虐蔓延、极
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攻城略地、伊拉克战
火死灰复燃、乌克兰变局千钧一发……

如何乱中求稳、变中图治，各国都在摸索
路径。

作为一个快速成长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
如何作为，不能由别人说了算，也不会走那些
早已被证明行不通的“老路”，而是根据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中国
对当今世界的负责之举。

有所为，就是在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符
合各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积极主动作为。

首先是负责任的作为。中国积极承担与自身
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埃博拉
肆虐西非各国，中国是最早伸出援手的国家之
一，向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提供3254万美元
紧急现汇、粮食和物资援助，派出医疗队，向世卫
组织和非盟各提供200万美元现汇援助。面对恐
怖主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支持联合
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承诺向伊拉克提供 6000 万
元人民币人道援助，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
一道制止了约1000起恐怖袭击，抓获了650名恐
怖分子，为守护地区和世界安宁发挥了重要作
用。2005至2013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降低了近
三成，近期又出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确
保 实 现 2020 年 碳 排 放 强 度 比 2005 年 下 降

40%-45%的目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有目共睹。

其次是讲原则的作为。中国始终遵守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根据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精神，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中国致
力于同有关国家共同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坚持与直接有关的当事国谈判协商解决有
关争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各国
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国际上为发
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
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赢得了世界大多数国
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同和热烈欢迎。

第三是谋共赢的作为。中国秉持合作共
赢、共谋发展的发展观，积极与各国开展互利
合作。中国推动同美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是国际社
会的共同期盼。中国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时期，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快
车，共同分享中国改革红利。中国推动成立金
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使新兴市场
国家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国坚持睦邻友
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沿线国家
发展带来重要机遇。

当然，中国的作为不是大包大揽、无所不
为。那些损人利己的事、破坏和平的事、阻挠
发展的事我们坚决不为。

我们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始

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

我们懂得“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现实
告诉我们，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标本兼治才
是应对恐怖主义的良策。

中国的“有所不为”体现了中国东方文明
的传统，也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则，也是另一种
方式的“有为”。

中国块头大，影响大。中国如何作为，引
来各种议论不足为奇。我们有所为，有人会渲染

“中国威胁”；我们有所不为，有人会批评中国“不
负责”。说到底，这反映了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影
响力快速上升的抵触心态，是想借此“捧杀”和牵
制中国。这反而提醒我们，要保持冷静，不被“忽
悠”，坚持走自己的路。

中国“为”与“不为”，体现了中国特色新
型国际关系理念，展现的是中华文明的东方智
慧，树立的是中国律己达人的大国风范，必将
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10月
18 日上午，在圆满结束对德国、俄
罗斯、意大利的正式访问和对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总部的访问，成功主
持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成功举行中
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并出席在意

大利米兰举行的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
及相关活动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
专机回到北京。

离开意大利时，意大利政府高级
官员、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等到
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近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奥朗
德就法国机械龙马来华巡演和即将在
巴黎开幕的“汉风—中国汉代文物
展”互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去年年底
以来，两国举办了一系列深受民众喜
爱的活动，使中法友谊更加深入人
心。“龙马精神”机械作品融合了法
国高技术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内涵，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相信这
个表演会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兴趣。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留下了无数体现中华文明特质的珍贵
文物，相信中国汉代文物展将为增进
法国人民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了
解作出贡献。

奥朗德在贺信中高度评价法中建
交 50 周年活动。他表示，机械龙马是
由法中团队共同打造的精美艺术品，
巡游表演借助创新技术，依托中国传
统历史背景，面向广大公众，希望能得
到中国观众喜爱。“汉风—中国汉代文
物展”将有助于法国和其他国家民众
更好了解汉朝这一为中华文明作出巨
大贡献的繁荣朝代。

当今世界，看中国如何作为
■ 陶 略

当今世界，看中国如何作为
■ 陶 略

就龙马来华巡演和汉代文物展在法举行

中法两国元首互致贺信让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中国法治建设还需迈过几道坎

本报记者 潘旭涛

本报上海10月19日电（记者谢
卫群、沈文敏） 中国国际汽车商品交
易会 （CIAPE） 今日在上海虹桥国家
会展中心举行。世界最大的展览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就此揭幕，开始试
运营。当日吸引观众9万人参与。

国家会展中心总建筑面积147万
平方米，拥有 40 万平方米的室内展
厅和 10 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场，配套

15 万平方米商业中心、18 万平方米
办公设施和 6 万平方米五星级酒店。
定位于建成世界上最具规模、最具水
平、最具竞争力的会展综合体。

本届中国国际汽车商品交易会迎
来国内外100多家整车厂的数百位采
购、研发、管理人员，来自全球几十
个国家和地区的包括采购、研发、市
场专员在内的数万名观众。

国家会展中心在沪揭幕
当日吸引观众9万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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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结束欧洲之行回到北京

本报北京10月 19日电 （记者
张洋） 公安部日前发布统计数据显
示，“醉驾入刑”3年来（2011年5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30日），全国发生
涉及酒驾道路交通事故的起数和死亡
人数较“醉驾入刑”前分别下降25%
和39.3%，累计查处酒驾127.4万起，

醉 驾 22.2 万 起 ，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8.7%、42.7%。同时，依法对酒驾行
为实施行政拘留1.1万人，暂扣驾驶
证 84.2万个，吊销驾驶证 15.8万个，
一次记满12分89.3万人。其中查处国
家机关公职人员酒驾并抄告纪检监
察部门的达1400余人。

更可喜的是，“拒绝酒后驾车”
已经熔铸于人们的头脑之中。长
期关注“醉驾入刑”的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行政法学会副
会长杨海坤认为，“醉驾
入刑”以来，“开车不
喝酒，喝酒不开车”的
观念深入人心，这
是一个巨大的
转变，更是一
种 法 治 的
力量。

酒驾下降1/4 “喝酒不开车”观念深入人心

“醉驾入刑”彰显法治力量

法治中国

进行时进行时③③

10 月 19 日，第十届中国
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在少林
武术的发源地登封嵩山少林
寺开幕，来自 6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800 多名运动员将在接
下来3天里切磋武艺、交流心
得。图为武校学员在迎宾式
上表演武术。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少 林 会 武
少 林 会 武

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

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

执政行政皆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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