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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治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
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
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
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它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权威性、规则性和可预期性。
法治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
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就是法理学中最重大和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所有法律问题的出发点和最后
归宿。
也正是基于这么一种思考，一种信念，一种理想，一种情感，一种责任，在我们的学界，关于法治的
思考可谓汗牛充栋，这些思考中，蛰伏着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感，张扬着“以法治国”的理想。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法治建设正在稳步进行，尤其是党的十七大相关理论的提出，更是为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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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法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法治本身，而《中国法治的源与基探索》一书，则是对中
国法治建设源于何处，需要以什么作基础的问题进行探索，从另一个角度和视野对法治得以存在的背
景问题进行研究，涉及的是法治的根源和基础问题。
该书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不同角度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剖析，并对法
治的源泉和法治的基础进行了分层和深入分析。
该书首先分析论证了法治的根源、源泉和缘由，从历史、文化传统、现实观念、理性思维、价值观念
、民众法治心态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其次分析论证了法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具体从市场经济、
诚信机制、民主制度、权力制约、法律细化、国民素质、公开透明机制等方面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性和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剖析；同时对中国现在影响法治进程的因素也进行了探讨。
        该书分门别类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大胆地进行了创新性思考，把别人没有涉足的某些法
治建设领域但又对法治建设的基础有影响的领域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认为法治
问题不仅仅是法治本身的问题，还与法治的存在背景和基础有关，就像一座高楼需要良好的地质条件
和扎实的地基作支撑一样。
该书是作者通过长期法学理论教育与法律实务的归纳和总结，本书的独到之处是从法治的背景和根源
来探讨法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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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法治之源第一章　法治的历史之源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可以明治理，可
以更加懂得现在和未来。
中外历史的分析和比较是我国法治建设不可忽略的传统。
中国传统形成一种制服人的办法，导致人性的压抑和大众的积极性无法得到发挥，一直维持一种小农
经挤的社会；而西方的发达则是在某种程度上尊重科学和人性，激发人的原动力；我国传统社会隐含
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精神；而西方社会倡导的法治则是允许思想言论多元化，具有包容性。
我国人治历史的沧桑经历让我们知道法治的重要性和找到如何实现法治的路径和方法。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生产资料都属于原始部落公社所有，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生活，各氏族
、部落存在着管理公共事务、社会组织和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即习惯。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氏族社会的瓦解和氏族制度的崩溃，出现了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
，在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结果。
但在国家形成后，各国特别是东西方国家在治理国家方面却表现了不同的方式，中西方发展过程向两
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西方走的是法治的道路，而中国走上了人治的道路，这使得我们今天进行法治建设显得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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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法治建设如同建设高楼大厦，房屋盖得越高，其地基应夯得越结实，否则也是越高越容易垮塌，越容
易充满隐患；法治总是受各种社会因素决定和制约的；法治建设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
单从法治本身来解决法治问题，而是一个整体会诊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社会因素，考虑法治的
源泉和根基以及现实背景。
法治的根基是法治同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使法治发展“万丈高楼从地起”，由“星星之火”变
为“可以燎原”，从而实现国家依法治国，各行各业依法办事，捍卫人权和正义。
如果没有法治生存的环境，法治建设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重视法治环境，珍视法治环境建设，为法治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一项十分重要而有意
义的工作。
这也正是本书的初衷。
经过多年的理论教学研究、律师和仲裁实务的经验积累，不断总结和提炼，《中国法治的源与基探索
》终于成型。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多种国内外的法律和相关资料、法律名著、实地调查总结报告，也请教了
相关的专家、学者、法律职业人。
该}5是各方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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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治的源与基探索》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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