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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集子所收录的，是我近年来发表的部分文字。
这些文字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是短评，主要发表于《南方周末》、《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文汇报》、《中国法院报》
、《新京报》和《法学家茶座》等报刊。
另一部分算是专门之论，篇幅亦较长。
统名之为“法治十年观察”，是因为：（1）这些文字大都与法治主题有关；（2）最早的篇什写于20
世纪末，距今已经十年；（3）无论长短、深浅，也不拘采用什么形式，它们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所发
的议论，可算是“观察”的纪录。
唯因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较大，其议论所及的具体事件，有些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
不过，这些议论所针对的社会事象并未消除，甚至没有太大改变。
就此而言，这本集子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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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十年的短评与专论近六十篇。
透过形形式式的案例、事件、论争、现象，重新审视十年来中国的法治进程与社会变迁，看法律建设
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法律与社会之间循着怎样的轨迹互动和演进；并就一个案例或事件展开，
结合我国的法律进程，进行鞭辟入里的解析，从中可见法治建设有些什么变化，应当改变的又是什么
。
作者始终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法制建设的重要性，重申公民的权利与平等，更关注法律对于行动
者的意义。
文章精悍历练，针砭透彻，时时拓展人们观察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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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的界限  也说“民愤”  法治的危机  认真对待权利  法律的正义  再谈法律的正义  李逵的真面目  矫
正的正义  “一块二官司”与诉讼成本  传统与现代性  什么样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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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法官典的迷思  拾金不昧的美德和不道德的法律？
  从讼师到律师  生命价值与社会正义  判决的合法性  沉重的“关系”  信息与安全  他们为什么不回报
社会？
  真实和假想的官民之争  请给我一个理由  “小产权”之大  自由裁量的合理性  管理之便与管理之路  
行业利益与法院角色  “公处”的逻辑  要法治，不要运动  法律与运动  运动与法治  国际惯例  权力与
责任  端午节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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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高校的优势  中国驾照下篇  申冤与维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构法治秩序  被收容者
之死——当代中国身份政治的困境与出路  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  “一国两制”
与中国的宪政制度建设  谁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立法何为？
——对《劳动合同法》的几点观察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治十年观察>>

章节摘录

上篇法治：一元还是多元？
1997年年初，一名陈姓男子在广州某商场因未付款而带走商品被该商场按“偷一罚十”的店规罚
款1200元，并留有认偷认罚字据。
事后，该陈某以其并非偷窃而是忘记付钱为由要求商场退还罚没款项未果，遂以其名誉受到损害为由
向法院起诉，要求商场赔偿。
法院认为，该商场不具有法律之执罚权，因此，其所罚款项必须立即返回原告。
同时，法院还判定，原告基于名誉受损而提出的赔偿请求，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予支持。
该案判决之后，引起舆论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于专家学者之间的一场争论。
争论的一方是经济学家，其中一位认为，“偷一罚十”是民间惯例，自古已然，当然，它们并非法律
，但却是顾客与店家之间的一种契约，对于双方都有约束力。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们是所谓非正式制度，是国家正式制度的基础和补充，应当允许其存在
。
相反，现在人们把法制的事全部归于政府，对民间非正式制度要么否定要么取缔，是一种对法律的迷
信，其结果十分有害。
具体就本案来说，店家利益没有得到保障，法院的判决倒绐人留下偏袒小偷、亵渎正义的印象。
争论的另一方是法律专家，他们的意见正好相反：“偷一罚十”未必是什么自古已然的民间惯例，更
不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店家应当依法行事，法院更要严格适用法律。
就本案而言，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商场无权对陈某自行处罚，而只能将其送公安部门处理。
这并不是主张对法律的迷信，而是要求法律应有的尊重。
更进一步说，今天在中国，对法律的崇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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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十年观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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