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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应急法治是公共应急的特殊性和法治内在品质的结合，本书《公共应急法治研究》主要从公法角
度以宏观、动态、多元的思维对公共应急法治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制度进行研究。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在公共应急范围的扩展、制度的变迁中探讨公共应急对法治的特殊要求以及法
治的回应，勾勒出适应现代公共应急发展的实质法治模式；第二章从国家维度分析了不同应急状态下
国家机关权力结构的变化，并重点剖析了应急状态的认定、紧急立法、紧急处置的权力运行及其法律
制度；第三章从社会和公民维度首先总结公共应急中公民或社会组织的应有地位及其与国家权力的互
动，然后厘清了公共应急状态下公民的义务和权利限制的法理基础、具体内容；第四章对行政诉讼、
行政赔偿及补偿等公共应急纠纷解决与救济的法律机制进行细致探讨，阐述了它们与公共应急有关的
特殊制度安排；第五章则跳出单纯应急的视野说明应急法治与常态法治的并存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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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价值取向和实践的特点出发，一般认为近现代法治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形式法
治与实质法治。
形式法治的主要特征是：（1）强调依法统治，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方法，主张一
切个人或机构都处在法律之下或之内，受事先制定的法律规则的统治和约束。
（2）强调法律自治，即法律与道德和宗教等相分离。
在法律实证主义者那里，法律的合法性来自国家，其极端形式是把法律视为“主权者的命令”。
这种主张会导致“恶法亦法”的结果。
（3）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形式的平等，反对旨在追求结果平等或限制实际不平等的措施：（4
）坚持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反对特别法律，认为无论是维护特权的立法还是给予某些特殊社会群
体，如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特别关照或救助，都是对法治的破坏。
（5）主张司法独立，注重程序要件，认为司法过程中的政策导向或脱离规定的衡平，都与民主分权
原则相背离，都是对法治的破坏。
（6）维护个人自由，坚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分，维护作为私域的空间，俾使个人不受政府、
团体或他人的非法干预。
（7）主张法律的稳定性，反对朝令夕改。
坚持法律的公开性和明确性，反对以秘密法律不教而诛，反对以模棱两可的法律随意解释。
①形式法治认为法治仅仅是“法律之治”，这里的法律是形式上的法律而不是价值法学意义上的法律
。
任何一部法律只要它是经过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的，那么它就要发挥法律的作用，对社会生活起指导
作用，至于这部法律究竟是不是良善之法则不在法治所要考虑的范围，即所谓“恶法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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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应急法治研究》是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项目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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