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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宪法社会学理论体系进行系统论证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社会学诸多前沿理论。
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国家起源理论、全球化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以及交往行为理论以及社会学研
究方法，探讨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论证了宪法变迁和宪政秩序形成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基础，讨
论了全球化背景下宪法学知识情境的变迁及宪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阐释了利益均衡的宪法思维和宪
法价值认识论模式的社会理论基础。
本书对突破当前宪法学研究囿于规范分析的局限、拓展宪法学研究领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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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与宪法变迁社会与国家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既是宪法学的知识对象
，也是宪法学研究的具体分析框架。
社会与国家关系作为静态的社会结构形态，构成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存在论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
和基本方法；社会与国家关系作为动态的过程系统，它可揭示人权、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制衡、民主
机制和法治产生的历史依据，以及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演变和宪法模式变迁的社会基础。
总之，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引入和运用，可促使宪法学不断提高自身体系的开放性和理论的现实适
应性，为宪法学研究展示一个新的学术视野，并提供一套另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思维进路和研究方法
。
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考察在学术界，“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研究是在“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论域中展开的。
这是因为，社会是与国家相生相随的概念和范畴，讨论社会问题离不开对国家的考察。
同样，讨论国家问题也离不开对社会的考察。
社会与国家关系如此之深，以至于大多数学者认为，“国家和社会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因而很难把发
生在这一个中的过程与发生在那一个中的过程区分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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