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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指出要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显然，对法律权威进行全面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而法律权威既是一个表征普遍性的范畴，又是一个表征个殊性的范畴。
普遍性特征要求洞察法律权威产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和内在机理；个殊性特征要求洞察中国社会结构的
转型对于树立权威的内在要求和特殊性。
所以法律权威的树立一方面必须吸收普遍性的、共识性的要件，另一方面必须切实以中国的社会现实
及需要为出发点和依归。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必须以理解模式为方向，以和谐法治理念为思想基础，以民主
宪政为政治条件，以法律信任文化为基本保障，以社会主义良法为根本前提，多管齐下，共同促使法
律权威的树立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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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清望，湖南泸溪人，200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8年7月到中南大学法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08年11月进入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
动站从事课题研究。
在《政法论坛》、《法制与社会发展》、《河北法学》、《法学论坛》、《政法论丛》、《西方法律
哲学家研究年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
任《法律与中国——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六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法治中国—
—2009》（法律出版社201O年版）副主编。
现正主持科研课题四项，分别为：2009年主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法治软实力与长株
潭两型社会建设可持续性的研究”；2010年主持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青年课题“社会管理与行政
管理创新研究”；2010年主持中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课题“服务型政府法制化研究”之子课
题——“服务型政府法制化基础理论研究”；2010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视角下的社会公平正义研究》。
参与其他科研课题若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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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确立的心理过程和机制　　(一)心理学理论对服从行为产生的分析　　(二)法律权威确立的机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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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　　(二)理解模式的方法论依据　　(三)理解模式的基本规定性第五章　当代中国树立法律权
威的构想　一、和谐法治理念是树立法律权威的思想基础　　(一)和谐法治理念的形成　　(二)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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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主在树立法律权威中的作用和限度　　(二)以民主促进法律权威树立的实践指向　　(三)宪政
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制度要求　三、法律信任文化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基本保障　　(一)对建构法律信仰
文化之主张的反思　　(二)法律信任的基本规定性　　(三)法律信任的作用机制　四、良法是树立法
律权威的根本前提　　(一)法律良善的基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内在要求　　(二)法律良
善的关键～兼容与平衡多元利益和价值　　(三)法律良善的制度指向——建构以权利为核心的法律体
系　　(四)法律良善的外在依据一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需要第六章　树立法律权威的地方实践——以湖
南省法治建设为样本　一、法治政府的建构　二、民生权利的保障　三、民治模式的推行　四、司法
公正的维护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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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加强法治教育和政法队伍建设是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基础。
田成有教授基于对社会变迁必然带来法律不断变迁的认识，认为法律权威的树立的关键“在于必须克
服法律的保守性和僵硬性，从而增加其适应性、灵活性，使其富有时代性”。
他的根本主张实质上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司法造法的制度。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对法律权威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在如何树立法律权威问题上提
出了诸多启发性的建议，这对于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但是，这些观点一般没有剖析法律权威的内在构成及运作机理，而且没有从法律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
系中来论证法律权威产生的现实依据，从而无法确保我们不陷入到通过比附西方法治道路而提出一些
在中国社会树立法律权威的对策性建议的定式研究之中。
　三、本书的核心观点及论证框架　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系工具，其权威性直接体现为法律对人们
行为规制的有效性，在深层上体现为法律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至上地位的确立。
法律权威既是一个表征普遍性的范畴，也是一个表征个殊性的范畴。
就其普遍性特征而言，是指法律相对于外在的政治权力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同
时也是指法律如何在其内在的模糊性和缺陷性基础上树立自己的权威性。
这是任何国家树立法律的权威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亦不例外。
在这层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性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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