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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人文精神·法治：自由与秩序的平衡》首先从西方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法治”，并
试图结合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以深入浅出地破解“法治”这个观念。
为使《法治：自由与秩序的平衡》的内容更加完整，主编李绍猛补充撰写了“序言”和“导论”，第
一章第一节的导言部分、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导言部分，第三章第一节，以及第六章的导言、
第一节和第三节（大部）。
这些内容中有一些是曾经作为论文发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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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伟
男，1969年生于贵州遵义。
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曾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法学、公司法学、财政法学等。

主要著作有《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法律问题研究》等，主编和参编著作十余部。
担任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中国保监会、国家开发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多项课题的主持人或主
要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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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西方观念
序言　法治是违反常识的
导论　法治与民主的结合
第一章　西方法治的起源和思想
　第一节　古希腊的法治思想
　第二节　罗马法传统
　第三节　中世纪的法治传承
　第四节　近代法治思想
　第五节　丰富多彩的当代西方法治观
第二章　法治的人性基础
　第一节　法治来自于人性之恶
　第二节　理性人、经验人与两大法系的分界
　第三节　社会存在靠法治维系
第三章　法治是自由的圣经
 第一节　什么是自由
 第二节　自由靠法治保障
　第三节　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第四节　用权力制约权力
第四章　法治构建和谐秩序
　第一节　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秩序
　第二节　秩序优先
　第三节　何以实现法治秩序
　第四节　良法之下才有法治
　第五节　法治与善治
第五章　法治的形神兼备
　第一节　法治之“形”
　第二节　普遍性
　第三节　法律的至上性
　第四节　程序性
　第五节　法律职业化
第六章　借鉴西方法治经验，加强中国法治建设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法治
　第二节　依法治国
　第三节　个人权利与法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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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没有民主的法治 由于民主和法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区别，所以不仅可以有无法
治的民主，也可以有无民主的法治。
比如，基于1066年被诺曼入征服以后形成的普通法传统，英国很早就成了一个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
其宪政传统也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
英国普通法的三个要素，即判例制、陪审团制和庭辩制度，都有助于法治的实现。
判例制要求相似的行为得到相似的判决，从而可以避免法官的主观判断；陪审团制保证被告只能由普
通公民裁定是否有罪，从而将法官的权力进一步限定为量刑权；庭辩制度则确保被告人有充分的机会
为自己辩护，并对检察官可以利用的证据做更进一步的限制。
总的来说，普通法不仅限制了司法权，也限制了立法权，因为法庭判决不再是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简单
应用，而是取决于判例、陪审团和法庭程序等多种要素的影响。
有了这些要素，法律的权威性和公平性都得到了加强，英国由此较早地形成了一个法治体系。
但英国真正实行民主制，却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而且其全民普选权直到一战以后才实现。
可以说，在超过500年的时间里，英国都是一个没有民主的法治国家。
 法治首先是一些形式上的要求。
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做不可能的事情，比如不能要求每个公民都对公共事务持相同的看法。
其次，法律条文还需要清晰明白，需要提前让所有人知道并理解，需要有足够的概括性、连续性，不
能相互矛盾，不能溯及既往等等。
如果要排除法律以外的因素对法律判决的影响，我们可能还需要一套独立的法院体系，以及立法权、
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分割。
 要实现法治，除了必须满足这类形式上的条件之外，还需要满足一些实质性的条件。
比如，要保证真正的治理者是“法律”而不是“人”，就必须确保没有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有任何人拥有霍布斯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换句话说，每一个掌权者都至少要受到另一个掌权者的制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被另一个掌权者通过
法律的程序剥夺权力。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西欧在中世纪就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治体系。
首先，占领西罗马帝国的各日耳曼部落，都按照自己部落原有的习惯法来维持社会秩序，这些习惯法
先于国王而且高于国王。
其次，公元5世纪以后西欧的分裂和全面基督教化，使天主教会成为唯一能够在全西欧行使权力的组
织，因而可以跟西欧的皇帝和国王们抗衡。
教皇格利高里七世于1076年宣布废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将他逐出教会，并解除亨利四世的
臣民向亨利四世效忠的义务。
亨利四世迫于手下贵族的压力，不得不亲自到罗马向教皇请罪。
这一标志性的事件，更加明确了教会法和世俗法的双轨制衡。
在习惯法和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教会法的竞争态势下，中世纪的世俗君主和神权君主都受到法律的制约
。
从大范围上讲，中世纪的西欧也是一个没有民主的法治社会。
 民主和法治的结合点 西欧中世纪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权力制衡：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权力制
衡，以及国家和教会之间的权力制衡。
这种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法治，再加上一种制衡，就能演变成现代意义的法治，演变成“民主的法治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治>>

编辑推荐

《法治:自由与秩序的平衡》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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