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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转型社会中的法律治理：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理论检讨》主要从社会转型和法律治理这两个角
度展开问题，在社会转型进程中讨论法律治理的经验与不足，在法律治理变迁中探讨其对社会转型的
回应和政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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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基于对人的情感因素、非理性因素等的警醒，基于对依照规则行事的人性本能的洞察，也
基于对政治中的兽性因素的控制愿望，人们逐步认识到，个人专横是政治统治中的兽性因素。
而法治的重要性在于反对政府的这种专横权力，打造一种稳定的政府统治方式。
这种统治以和平代替血腥，以理智代替任性，以众人智慧代替个人德性，以法律的权威代替直接暴力
。
 （三）法治是一种依靠规则治理的事业 现代政治的理想治理方式是，治国依靠规则，而不是依靠直
接的暴力，是要实现权力的规则化、权力的权威化以及规则的国家化。
当然，在这种规则治理的事业中，法治有一种超越政治国家治理的趋势。
法治在这里也展示了其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的可能性。
 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是，对人类依靠规则而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
论证。
[2]自然界与意志世界的划分，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是人的行为自主和受规则节制的一个基本条
件。
法律规则所构成的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想象的世界，法治是建构世界和人生的意义的一种方
式。
规则之治理，建立在人赖以生存的两个世界的划分的基础上，它是在人的意志世界中展示人的理性的
一个过程。
人有判断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理性，也有一种放纵自己的侵略和攻击本性，人的行为自由本性和人的社
会合作性。
人的服从规则的本性以及冲破规则的本能冲动等，都是认识人类社会可以获得依靠规则治理问题所要
考虑的重要问题。
规则对于权力的约束，规则对于人类行为的控制，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人有破坏规则的本性，也有服从规则的本性。
对规则的服从，既基于人的社会的本质（如人是文化动物、社会动物等说法都表明人是被特定文化和
社会所塑造的），也有来自功利主义的考虑。
 规则之治理不是孤立的法律事件，它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
它需要国家的介入，需要制度性机构的配合。
将规则之治理看做一项事业，是将规则之治的过程化。
这内含着对于不同规则效力的排序，蕴含着国家性规则的优先性，也蕴含着规则的制度化的必要性。
 （四）尊重法的至上性 现代法律首先表现为一种高度复杂和精致的规则体系。
法律是政治权力游戏的一种规则，也是社会生活秩序化的一种规则。
通常，意味着法的至上性。
法的至上性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然后是规意义上的。
也可以更具体地划分为，法在政治意义上的至上性和法意义上的至上性。
所谓政治上的法至上性，是说法参与塑造国家的法性基础，政治权力行为应当在法律所容纳的范围内
。
法律既肯定了政治的界限，也肯定了政治的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背景下，政治有从法律的一面，需要实现政治的法律化，借助于法律而完善政治的合法性
。
而法也借助于政治而真正拓展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原则。
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法律至上性，则是强调法律规则相对于习俗、伦理、宗教等方面的规则而言，具有
至上性和优先性。
对于法的至上性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包含着法和法律的二元划分。
我们不同意西方关于自然与实证法的截然二元划分，但是在法体系内部也应该包含法和法律的划分。
现代法治在鼓吹法的至上性的时候，会自然导致一种实证主的趋向，也造就了法治内部的实质主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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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与形式主义法治之间、法和法律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
 总之，在治国方略意义上的法治，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理念或者原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法治原则固然是法律体制内部的服从规则的事业，但首先是政治的，是政治共同体游戏所奉行的原则
。
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原则是超越法律的，而不是由法律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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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转型社会中的法律治理: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理论检讨》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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