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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内在关系的全面深入研究，探讨和谐社会与法治精
神的内涵与价值、共性与规律、形成与发展，辨析并论证两者之间的依存性、统一性与互动性，揭示
法治精神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分析法治精神的现状与缺乏的原因，并就如何
弘扬法治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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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卫，女，湖北省大冶市人，广东商学院法学院教授、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
曾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1988）和中山大学（1999、
2002 )，获法学博士学位（2005)。

在中山大学法学院工作多年，现任教于广东商学院。
曾主持并完成省部级项目2项、市厅级项目3项；参与完成国家级和省邵级项目9项，市厅级项目2项主
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发表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六十余篇，出版专著三部，参编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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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现代中国法治理念的发展 晚清变法以降，伴随着近现代的法治进程，中国以小农经济
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结构，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家族
村落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形态，以家国同构为特征的社会架构，在社会内部变迁与列强外部侵略综合压
力之下，趋于土崩瓦解。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走上了法制现代化的道路。
 如前所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民主与法治的主要贡献在于“唤起民众”，具有振聋发
聩的启蒙意义。
随之而来，一场长达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争取权利和法治的伟
大斗争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集聚了广泛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尤其是把几千年来束缚于宗法封建社会、与政治
疏隔的最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初期，弘扬民主精神和传播法治理念都是重要内容。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不同时期，革命政权都制定了革命根据地的宪法性
文件以及有关法律制度。
l927年至1949年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不但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而且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人民民主政权的立法，体现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并切实保护了他们的基本利益。
例如，土地立法中废除封建剥削的规定；劳动立法中保护工人利益的规定；婚姻立法中婚姻自由、男
女平等的规定，等等。
这些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自由观念、民主观念、权利观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显著进步，其标志就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颁布和实施。
但由于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的旧社会，缺乏民主与法治的传统，固有的专制传统和人治观念根
深蒂固，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十年浩劫，人为夸大的阶级斗争就抑制了法治建设，领袖的意志就
取代了宪法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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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研究》编辑推荐：党的十七大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和
“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这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面的又一重大
理论创新。
深人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关系，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法治精神所推崇的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法治精神所维系的秩序是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标
志，法治精神所追求的人权保护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法治精神所追求的价值与效益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远大目标。
法治精神既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又对和谐社会的形成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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