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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关于法治的知识、智慧、能力和成就，似乎并没有因为中国近现代的命运多舛、饱受挫
折而显著增长。
常识的阙如、无知的普遍、想象力的残缺、低水平的重复，仍然是公众与学者所共同面临的困境。
看看晚清至民国的出版物，即可发现百余年后我们在相关智识领域仍存在“历史蜗牛”、“智识尺蠖
”、“思维循环”、“不长记性”等现象。
从仁人志士、明哲先贤倡导至今，百余年过去，几番更替，数度轮回，中华民族仍然“彷徨于法治之
门，而不得入”（蔡枢衡语）。
与四邻环比，也难免令人英雄气短、沉郁颓然。
在法治问题上，我们果真例外、自成一系，如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
　　启蒙与祛魅，尽管从世界历史大势或“大历史”的角度看，是不可逆转的、大江东去的，但是，
我们似乎志在保持例外、创造例外；其愿否、能否认同、实现法治所代表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领
域的）现代化、现代性，能否自省自察、实现变革与顺利转型，已成了重大问题。
　　本书不揣浅陋，探讨法治化变迁的目标与路径、经验与逻辑问题，具有如下背景、缘由：　　一
是在改革、变革、转型与现代化的山重水复、攻坚艰难阶段。
在经历“历史的三峡”的湍流险滩时，需要对目标性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类型和生态，具有清醒
的认识，实施积极的学术干预。
　　相关国情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已成为自上而下的动员口号，但对于法治
尚未形成基本的、普遍的共识；历史变革所需的大众意识形态并未形成。
“什么是法治”、“中国所要建立的法治与《世界人权宣言》序言第三段所称的法治，是什么关系”
、“人权与法治是否改革与转型国家急需的制度硬实力、文化软实力”，等等，仍呈现着认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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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化变迁的主体，与法治本身是相互塑造的关系。
本书认为：由于国际间竞争和现代化战略的需要，中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重复英、法
、美等国家历史上较为缓慢的或者“自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即法治化之路，不再需要单一的“社会形
塑国家”或“国家形塑社会”的缓慢变迁，而是可以充分地借鉴别国经验教训，进行必要的理性建构
，积极稳步地推动国家与社会快速“进化”的过程。
在“改革与危机赛跑”的历史过程中，法治先行，充分确认和保障人权，是完全必要的。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主体维度应当可以参照中外历史中经验教训，依靠关于现代国
家现代社会和许多公民的较为丰富的知识和技术，进行共时性、互动性的积极变革。
    作者简介：    陈步雷，男，l967年出生，汉族，安徽灵璧人。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博士。
曾从事警察、秘书、法官等职业。
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
法学会社会法研究会理事，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曾于2004～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曾受邀请和资助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与荷兰全国工会联合会、国家
社会与经济理事会作学术访问和工作交流。
出版了《劳权与发展——以集体劳动争议的逻辑、结构和治理为视角》等个人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
2006年12月，时代周刊（TIME）的亚洲版和欧洲版，以“China's Quest for Justice”为题，对其人权教
育、促进法治等活动进行了报道。
2009年1月，香港阳光卫视在《立言者》栏目中，以“以行动诠释人权宣言”为题，作了人物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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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法治的阐释　　第二节 法治的外部关系　　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对于法律有一个
很合理的比喻，他说法律就象一座结构非常复杂的大厦，需要借助多个视角、多种方法才能看清楚。
①其实法治是比单一的法律更为复杂的“大厦”，下面对与法治关系比较紧密的社会现象及其与法治
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以期对法治产生　　比较准确、全面的认识。
　　一、法治与宪政　　宪政（constitutionalism）的通常含义是以宪法为法律依据，通过政治权力的
多元分配从而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的政治制度或者制度化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并且这种制度
安排或者结构（构造）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能够长期地、稳定地产生垄断性、支配性权威和效用
，这样一种政治生态被称为宪政。
它又被译为立宪主义。
“立宪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但其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典的古代。
⋯⋯用它来指代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了约束这种观念。
⋯⋯在所有相继的用法中，立宪主义都有一个根本的性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真正的立宪主
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样，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
”　　宪政的核心目的是控制国家，防止国家权力膨胀以致于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其制度依据是宪
法。
宪法和宪法类法律（包括与公权力直接相关的法律）在国家生活中居于至上地位，具有最高权威和绝
对的约束力，是宪政的要义与特征。
法治不仅包括国家生活中宪政，也包括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中的法律至上。
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是法治的一部分。
宪政是法治的基础部分、核心内容，因为国家作为合法暴力组织，具有侵害人权、违反法治的最大力
量。
　　但是，宪法不限于成文宪法，更不限于宪法典。
英国没有宪法典，但有一些宪法性的法律，被认为是不成文宪法制国家的典型。
“根据其国家权威的运用来看，这些国家（指英国和其他实行类似的议会主权制的国家——引者注）
的‘立宪的’程度并没有明显地低于美国。
尽管看上去有些悖谬，立宪主义与存在一部成文宪法并没有多大关系。
”这个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重要，即纸面上的宪法与宪政或者立宪主义没有必然联系。
中国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十多部宪法，而且这些宪法大都声称要保障民权，然而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
中国的宪政程度、人权保障水平，仍会引发诸多质疑；宪政和法治仍然是有待实现的目标。
所谓有宪法而无宪政，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值得关注的时代特色之一。
这个特色难以否定，不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颁布十几年后，为什么会出现自上而下的“
文化大革命”？
因此，关注宪政，是中国人难以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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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化变迁的经验与逻辑：目标、路径与变迁模型研究》认为哈耶克的两种理性主义的研究范
式和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的变迁模式，极具理论价值和逻辑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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