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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民的权利表达及其机制建构》通过分析一位中国西北农村的普通百姓，在长达十几年的上访
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基层信访状况的画卷。
中国信访制度在了解民情，化解矛盾、解除民忧、公民监督和提供决策参考信息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
之于民众而言，信访是权利表达方式；之于国家而言，信访又是一个权利表达机制。
公民的权利表达不同于利益表达的关键在于表达内容的差异，权利是法律化的利益，使得权利表达本
身要较利益表达更为明确和具操作性。
　　信访是否属于人治？
法治是否排斥信访？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体系中，社会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法治并不排斥信访，信访也不必然是人治。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国家中，即使我们已经走向了法治，信访作为公民的权利表达机
制相信在法治中仍有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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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内容摘要引论一、信访问题的缘起二、信访研究现状三、信访研究方法第一章 信访是这样发生的一、
侯玉宝的故事（一）“我的问题怎么解决”（二）权利救济的脱节二、公民法律意识与权利表达（一
）公民权利表达机制的建构意义（二）公民法律意识变迁过程中的权利表达三、权利表达的中国现状
（一）权利表达与利益表达（二）权利表达的现状第二章 看不清的“普洛透斯的脸”一、侯玉宝故事
的新发展（一）表达内容的衍生（二）诉求衍生的方式二、谁笑在了最后（一）几次处理决定的分析
（二）没有赢家的结果三、权利表达变化之分析（一）乡镇政府与社会边界（二）权利表达变异的原
因第三章 现实版的“丛林规则”一、什么时候是结局二、信访者和基层政府间的博弈游戏（一）博弈
论的简要说明（二）一个信访的博弈分析三、基层政府和上级机关之间的博弈分析（一）博弈模型分
析（二）被理解为“激励”的施压四、利益结构与权利表达（一）利益结构的现代转型（二）权利表
达的现代转型第四章 “零上访”的昭应大拆迁一、大拆迁之前（一）政府行动的经济学解释（二）政
府行动的法律解读二、拆迁博弈的展开（一）拆迁中的具体工作实施（二）政府的策略分析三、拆迁
之后的思考（一）“零上访”的结果（二）程序正义的效应（三）程序正义理念下从主导到服务的政
府行为（四）程序正义理念下从压制到疏导的信访理念（五）程序正义理念下从无序到有序的权利表
达第五章 信访职业主义何以可能一、改革路径的现实分析（一）“强化论”与“弱化论”（二）“废
除论”与“折中论”二、可资借鉴的外地经验（一）基层经验总结一17l（二）对制度建构的启示三、
信访职业主义的建构路径（一）职业组织和制度建构（二）专门人才的引入（三）信访信息化建设（
四）和谐使者（五）数字信息村村通工程（六）信访职业理念的深化——临界理论研究结论 反思之后
的反思中国信访译看中国信访一、相关制度的比较二、法治社会中的信访必要（一）作为社会安全阀
的信访制度（二）当代中国需要信访制度参考文献附：图、表、案例和案例资料索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民的权利表达及其机制建构>>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信访是这样发生的　　一、侯玉宝的故事　　（一）“我的问题怎么解决”　　1.故事
的发生　　1996年10月12日晚，侯玉宝之子侯向军送客人回家，行至村口，遇见本村村民侯永强的儿
子。
因侯向军的手电光照在侯永强儿子的身上，双方发生冲突，侯永强和其子殴打侯向军，侯玉宝之子年
轻气盛，恼怒之下手持匕首刺伤了侯永强。
侯永强随后到医院就诊，并将此事向镇政府做了反映，要求对侯玉宝之子进行处理。
镇政府治安办公室接到反映后，立即找到侯玉宝之子，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因其态度较好，镇治
安办公室最后以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要求侯玉宝之子向侯永强赔偿医院治疗的费用，侯玉宝及其家
人当时完全同意。
第二天被刺伤的侯永强家属愤愤不平，遂纠集亲属数人找到侯玉宝之子，并将其暴打了一顿，侯玉宝
为此愤恨，拒绝支付具有最初答应支付的医疗费用。
　　促进两者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才可能共同开辟通往美好愿景的发展道路，才可能在合作中把
握机遇、抵抗风险。
共识是国家和公民签订契约、生成互动机制的根本。
而国家和公民要想达成共识、实现利益互惠，必须以沟通为手段。
　　由此观之，在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中则更注重信访制度在国家政治运行中的沟通机能；社会学领域
的研究则更注重整个体系的运作情形；法学领域的研究则更注重这种“共识”的可行性建构，这和法
学学科对整个体系的研究视域密切相关的。
“法律社会学则是要解决大众在承认特定的秩序并依此行动的时候，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情形的问题。
法律社会学的任务如下：（1）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什么是决定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
对此，要在将其内容、性质、结构作为客观方面——规范秩序——与主观方面——规范意识——这两
者的统一之中去发现。
（2）研究维持这种规范秩序和规范意识的现实强制力的结构是什么性质，是依靠什么样的结构使之
得以贯彻的。
（3）探索内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决定人的现实社会行为的这些规范（即生存方法）与国家具有什
么样的内在联系。
（4）明确作为国家法与行为规范的总体这些法律规范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是由于怎样的政治性
、社会性条件和横在其基础之上的经济性诸条件而必然产生并受其制约的，以及其相反关系的规律性
。
”①而本书还希望通过一种分析模型的建立，从权力和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手，深入探究信访制度
在理论层面和实际运行层面的冲突问题，以此来思考当代中国基层信访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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