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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法治、权力的供给和需求
，语言平实、思想深刻。
全书勾勒出一幅关于法律和权利的不寻常的画面。
共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架构”，第二部分为“土地使用及其权利”，第三部分为“法律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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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尼尔·K.考默萨 译者：申卫星 王琦 编者：徐显明考默萨是芝加哥大学法律博士和经济学博
士，现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要教授侵权法、财产法、土地使用、法律与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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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写作真是一位不错的老师。
本书的写作初衷，在于将我的第一本关于制度选择的书——《不完美的选择》中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应
用于财产法和财产权的研究。
不过很快这本书的写作就朝几个方向发展了，我的思路也随之发散开来。
首先，分析框架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拓展。
很明显，财产法和财产权的一些基本理论也适用于一般的法律和权利。
反过来，这也诱使我将目光投向法治和宪政这样富有魅力的话题。
因而，在保持了对财产法的兴趣的同时，本书也成为一部关于一般性法律的过程和全球范围内的法律
与权利的论著。
　　其次，法律与权利自身出现了许多变化，我对法律与权利的认识也在深入。
我完全没有料到，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法律与权利已经呈现出不同于我写作第一部书时的状态，
尤其是它们在不断地循环与转换。
当诸如人数和复杂性等系统变量不断增长时，基本的司法策略之间的循环交替变得更加频繁，如个体
诉讼与集团诉讼之间的交替、规则与标准之间的转换，还有可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向法院完全放弃社
会决策时的“缺位”规则不断靠拢。
　　再次，分析框架在不断地深化和变化。
我不得不就我的第一部书中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构建。
尤其是，我需要探求诸如人数和复杂性等系统因素的变化对于制度选择和制度比较的意义和影响。
在《不完美的选择》一书中，我提出了制度间的“趋同”现象，但并没有解释原因何在。
现在诸如人数和复杂性等系统因素已经很容易理解，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的各种变量，也揭示出为何会
出现制度趋同的现象，并且有力地揭示了一个常见的谬误：在一种情境下进行批判，而在另一种语境
种则进行改革。
本书对人数和复杂性的关注深化了比较性的制度分析，并且赋予了相似的制度选择以新的意义。
另外，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把社区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来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也
看到了社区及其非正式规范与我早已熟知的其他制度之间的联系。
　　最后，在我第一部书中提出的“参与中心型”进路的作用，在本书中显得尤为重要。
在《不完美的选择》一书中，我倾向于一般性的制度比较分析，而没有重视我所运用的特殊策略。
但随着本书写作的进行，我开始逐渐意识到“参与”不仅仅对理解各种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
于社会目标和价值的理解也十分关键。
许多重要目标的选择都取决于基本的参与理念，因此，“参与中心型”进路提供了一条途径，它可以
超然于貌似迥异的诸如社会资源分配效率和公平的各种目标之上，把目标选择和制度选择结合起来。
　　我在写作中的成长和收获得益于许多人热情的帮助，我的朋友和同事们阅读了本书的草稿，有的
甚至一连读过几个版本的修订稿。
我要特别感谢威兹·贝恩、吉尔·费什、亚什·盖、大卫·戈德博格、迈克尔·海瑟、凯瑟琳·亨德
勒、简·拉森、维多利亚·诺思、保罗·奥泽卡、汤姆·帕勒、勃·桑特斯、大卫·施瓦茨、格雷格
·撒佛，以及比尔·惠特福特，感谢他们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更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米盖尔·皮埃尔斯·马度罗，他同我一样，都是比较制度分析学的追随者，
他曾无数次地阅读本书的草稿并热情地提出他富有建设性的评论意见，他的见地使我受益匪浅。
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和战友，我感到十分幸运。
　　还有大卫·诺特库特、埃德·帕登和雅克·布拉瓦特几位朋友出色的研究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我还有幸得到了特莉撒·多芬缇的协助，她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看着我的稿子从一堆乱七八糟的草纸
和嘟嘟囔囔的言语化为标准流畅的文字。
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们，特别要提到斯科特·帕里斯和劳拉·拉里二位为本书所作
的贡献。
我还想对夸利和布拉迪表示感谢，还有法学院的各种资助让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并得以顺利完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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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特别感谢阿伦·费臣的协助和支持。
更多地，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谢莉·萨佛，感谢她带给我的智慧、爱和欢笑。
后记　　2004年的春天，非典后第一个春天，经历了那场劫难的人们格外珍惜这个春天，似乎要弥补
些什么，清华园里的活动也格外多起来。
一个周六的日子，我信步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前，那里的喷水池，总是让我想起慕尼黑大学同样的建
筑，想起初次见到德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卡纳里斯(Canaris)教授的情景。
 　　就是在那天，无意间来到图书馆的我，看到了清华图书馆门前刚刚挂起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书展
”的条幅，原本想散步式地去看看，随便翻翻法律书目。
可是，来到了图书馆二楼，我却一下子就被这本“Law's Limits”的书吸引住了，吸引我的不是这本书
名，而是其副标题——The Rule of Law a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Rights，“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
”，多好的视角! 　　于是，原本散步的我，静坐下来，捧读至中午，虽不能马上体悟到其内容的深
刻，但是我隐约感觉到这至少是能开阔人们思考视野的一本好书。
难得遇上好书，买下来回家细读，带着收获的快乐，离开了图书馆。
 　　老实说，此前我根本不知道本书作者考默萨(Komesar)是何许人氏。
回家之后，看书中的介绍，上网查他的资料，才了解到： 　　考默萨(Komesar)，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法学院教授侵权法、财产法、土地使用、宪法以及法律与经济学等课程的教授。
其背景中最为重要的是，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正是这一点使其能够在法与经济学领域中驾轻就熟，因此才会写出视角如此新颖的——《法律的限度
——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一书。
 　　考默萨教授在法律经济学领域成就卓著，他不仅写就了《法律的限度》，早在1994年他还出版了
《不完美的选择——在法律、经济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制度选择》(Imperfect Alternatives—Choosing
Institutions in Law，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此外，1978年还与他人合著了《公共利益法——一个经济和制度的分析》(Public Interest Law：An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显然，这些著作与其所受的教育背景是紧密相关的。
 　　了解了作者的情况，我认真阅读了《法律的限度》一书，感觉其不仅视角独特，而且语言平实，
让人在轻松中体味其思想的深刻，越读越觉得是一本好书。
好书应大家读，于是我推荐给身边了的朋友，同时觉得这样推荐其影响范围必然有限，不如翻译出来
，想必它在中国的传播会更快。
心意已定，立即着手联系作者考默萨教授，考默萨教授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并帮助联系了剑桥大学出
版社洽谈版权事宜，很快就得到了出版社的授权，在国内出版社的联系上，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最终
能够在汉译名著翻译最强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要感谢商务印书馆译作室主任陈小文博士的大力襄助。
 　　之所以推荐此书给大家读，除去其内容，主要想让读者感受其以权利的供给和需求来分析法治的
视角。
开篇即来的“法律的本质不在于空洞的原理或者抽象的价值。
法律是什么、能够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取决于制定、解释和实施法律的过程的特点。
这些过程之间的互动决定了法律的供给与需求”的论述，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以致现在我在教学时，也经常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要
求学生广泛地收集对此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从中发现问题，找出就此社会问题的解决对法律所产生的
需求；第二步，则是检讨现行的法律、法规，看看就此一问题的解决，其现有的法律供给是否充分，
供给是否有障碍；第三步，认真分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出解决之道：一是
对现有法律规定进行扩大或者限缩解释等法解释学方法予以完善；二是通过弥补法律漏洞的方式，解
决法律供给之不足；三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彻底解决供给不足或者不充分的问题。
这种通过对权利的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确实很有效。
 　　对于权利的本质，虽然学说上先有意思说，后有利益说，再有意思力说、法力说。
然这些学说均抽象持论，使得人们仍然觉得权利还是那缥缈于抽象世界的非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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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需要“权利”，乃是因为我们用“权利”这样一个法律技术构造物来分解这个
纷繁而复杂的世界，并通过“权利”来描述这个世界、表达这个世界，来构建我们法律人头脑中的世
界并改造之。
所以我们法律人要切实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中发掘不同阶段社会对权利的需求，并对比法律对
权利的供给是否充分，然后对权利义务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这就是我们法律人，特别是法学研究者和立法者最为重要的使命! 　　翻译这本书，不仅让我认识到
这一点，而且还让我感受其他意外的收获。
正如，作者考默萨教授在本书的开篇所言：“写作是一位不错的老师”，在此我要说，翻译是一位不
错的老师。
不仅翻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大量新的词汇和思路，涌进脑中；也不仅仅因为每每遇到问题时，
就会给考默萨教授写信，考默萨教授的热心回答，让我茅塞顿开；甚至会让我超出对本书的翻译，学
习到一些新的知识。
以对communitarianism的翻译为例，communitarianism究竟应如何翻译让我大伤脑筋，徐友渔先生在其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一文中翻译为“社群主义”，台湾地区学者陈钦春在其《社区主义在当代治
理模式中的定位与展望》则译之为“社区主义”。
究竟何种译法更贴切，需要去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这一过程自然是开阔了法学保守的视野，丰富了自
己的知识体系。
所以，翻译真是一位不错的老师。
 　　当然，译事不易，译事之辛，只有译者自己清楚。
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痛苦就是在“信”与“雅”之间备受折磨。
有时，为了一个词的译法反复修改，总是觉得表达得不够充分。
灰心时，会想起倪康梁先生发表在《读书》1996年第4期《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文章，想起
伽达默尔对译者直言其《真理与方法》的“不可翻译性”，想起了那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一个读者读一千遍也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不过，可以宽慰自己的是，只要尽力将自己感受到的“哈姆雷特”版本呈现出来，为读者多一个理
解的频道，即足矣。
因为读者自己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
 　　译事不易，还在于表面上看起来简单的事情，真做起来又会让你感到无法轻松。
本书的翻译前前后后经历的两年多，翻译完第一部分后，因为工作的压力，曾一度中止了翻译，后来
多亏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王琦加入到翻译的工作中，承担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翻译，并翻译了索引
；她敬业的态度和出色的翻译，使本译作增色不少。
 　　译稿初步完成后，曾经反复校订过多次，但每一次仍会有新的发现和感受，再一次体会到“一个
读者读一千遍也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感觉。
翻译过程中，也多次和商务印书馆译作室主任陈小文博士交换意见，本书的译名就是来自陈小文博士
的建议，特此表示感谢。
译作室的朱泱泱老师，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非常专业，非常敬业，我向他耐心细致的工作表示敬意!
　　当然，最应感谢的还是本书的作者——考默萨教授，感谢他慨允我们翻译其著作，帮助我们联系
版权事宜，感谢他特意为中文译本写来了序言，愿其理论的中国之旅一样舒坦。
 　　如前面译者所言，本译本仅仅是我们对考默萨教授大作的一种理解，而“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阅读完这本书后，相信每个读者的心中自会有一个与我们不同的《法律的限度——法
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这何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呢? 　　　　　　　　　　　　　　　　　　　
　　　　　　　　　　　　　申卫星 　　　　　　　　　　　　　　　　　　　　　　　　　　　　
　2005年5月7日于清华大学明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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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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