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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讨论了西方民主理论中有关民主制度及其原则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作者带着强烈的批评和质疑精神，讨论了民主理论中所带有的永久性问题。
此书旨在启发学生的多元思考，培养其理性批评能力，可作为大学教材，尤其适合作为研究生的教材
使用。
对教师和学者们来说，这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学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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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包钢　　1957年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大学政府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中国乡村政治研究
。
主要著作有《中国民主化》、《中国公民社会的民主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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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民主制度的设计：可行性和理想性　第一章  休谟的“无赖假设”：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
人性恶”假设的基础上吗？
　　一、无赖内涵之界定　　二、“无赖假设”的证明　　三、“无赖假设”和制度设计　　四、无
赖、诚实和中间状态　　五、民主制度和权利道德　　六、结语　第二章　施密特的例外理论：例外
问题对程序民主构成了挑战吗？
　　一、施密特的例外理论简介　　二、施密特“例外”概念的问题所在　　三、自由主义者视野中
的“例外”　　四、法律上的悖论　　五、决策优先还是规则优先　　六、结语　第三章　直接民主
理论：直接民主可行乎？
　　一、新社会运动对代议制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批评　　二、直接民主理论简述　　三、直接民主的
形式　　四、全民公决　　五、直接民主理念和中国乡村民主　第四章　欣得斯对民主概念的批评：
民主是乌托邦假设吗？
　　一、西方民主理论的新问题　　二、公民的自治共同体概念　　三、不可饵的多重矛盾关系　　
四、作为政治行为者的组织　　五、对自治共同体控制的限制　　六、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七、民
主理论的困境　　八、悲观的绝望　　九、结论第二部分  民主的基础问题：公正和理性　第五章  罗
尔斯的政治自由观：民主为何建立在平等的自由之上？
　　一、自由的定义：超越积极和消极自由之分　　二、平等的自由　　三、如何处理不平等的自由
　　四、自由的优先性　　五、自由和法治　　六、自由和义务　　七、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与中国
乡村选举　　八、结论　第六章  罗尔斯的契约方法论：为什么中国人很难接受和消化罗尔斯的规范
方法？
　　一、社会契约　　二、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　　三、在无知之幕下选择两个正义原则　　四、反
思的平衡　　五、对罗尔斯方法的应用和批评　　六、为什么中国人很难接受和消化罗尔斯的规范方
法　第七章　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论：多元的民主社会是如何统一的？
　第八章　哈贝马斯的沟通性理论：沟通理论性可行乎？
　第九章　沃尔泽多元正义理论：只有一种分配正义吗？
第三部分　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理论　第十章　三种全球正义观：全球正义是否潜含了地方正义？
　第十一章　全球民主理论：国际民主可否解决国家认同问题？
　第十二章　金里卡的少数民族权利理论：儒学是否应该接受“不同化”的理论？
　第十三章　文化平等理论：文化平等可行吗？
第四部分　民主理论的出路：协商民主　第十四章　协商民主理论和方法主要英文参考书目主要中文
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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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休谟的“无赖假设"：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人性恶”假设的基础上吗？
　　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人性恶”假设的基础上吗？
为什么一个公认的较完善的民主制度却是建立在人性不完善的基础上？
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不完善的、恶的人性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又如何运作呢？
另外，如果我们假定人性是恶的话，那么在民主实践的进程中会不会强化了人的不完善的特征，从而
阻碍人性的完善和发展？
上述诸问题是民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也是永久性的问题，特别是人工遗传工程对人体的克隆与
改造，又重新提出了人性和制度的重大问题。
　　英国学者大卫·休谟，在中国学者的心目中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是一位经济学家。
其实当年休谟在英国，首先是政论名家，而作为哲学家的休谟与作为政论家的休谟，其间又有什么内
在的联系呢？
我们知道，在哲学史上，是休谟较早地发现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逻辑鸿沟，区分了“实然”
与“应然”。
休谟的这一发现，不仅在哲学史上意义重大，而且也影响到他的全部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反映在他
为政治制度设计所规定的原则性预设之中。
　　在探讨政治制度设计时，休谟曾经提出过一条著名的“无赖原则”，即在设计制度时必须把每个
人都当做无赖。
这种人除了私利没有其他目的，而且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我们都必须让他来为公益服务。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被当做无赖，这是一条正当的政治准则。
细细想来，这其中似乎有点离奇，这一准则在政治中虽然是真的，但在事实上却是假的。
休谟的这一著名的论述表达了这样一条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都可能
成为无赖，就必须对他们有制约。
因此，研究休谟的这一思想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设计和现代民主制度的本质及与道德性的关系。
　　不过，反对休谟“无赖假设”的人认为，这个假设冒犯甚至贬低了人的尊严。
例如，Ayres和Braithwaite认为，休谟针对无赖而作的制度设计排除了政治问题上的道德意义，与此同
时摧毁了美德的可能性。
的确，有大量的文献涉及和讨论休谟的“无赖假设”。
但是，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此作出一个清晰的分析。
作者的思想是与上述反对休谟“无赖假设”的观点有所不同的。
在这一章里，首先，作者将以有关的政治制度设计为依据来评析休谟的假设；第二，对无赖作出一个
清楚而明晰的界定；第三，对休谟假设作一个分析性的检讨；第四，将休谟假设重构为制度设计中的
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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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政思想文丛。
新的中国问题之视角。
集汉语学界之学术力量。
审慎研究中西政治与法律理论。
期冀开辟中国西方传统政治的两种资源。
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一般政治法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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