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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从基础课创新的角度，研究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法治的必要性，法律和道德、法律和全球
化的关系，法治建设的资源选择，从而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进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和法治建设的路径。
     全书理论联系实际。
讲理论，通俗而富有创见；讲个案，生动而富有启迪。
作者力求在充满激情的课堂上，在通俗生动的讲解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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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晖，男，1964年生于甘肃天水，现为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法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山东省法理学会会长。
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行政权探索》、《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
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法的思辨与实证》、《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的意义追问》、《法
理学》、《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象牙塔上放哨》等。
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学术随笔70余篇。
主编大型法学丛书《法理文库》和《公法研究》；主编《民间法》和《法律方法》等学术刊物；担任
《中国诠释学》的主要编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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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国家进入社会的方式  一、国家、社会两分：国家进入社会的理论前提  二、治理：类型与实现
条件的分析  三、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国家进入社会的方式与根据  四、关于国家进入社会的几个问题
的附论第二讲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法治  一、法治和相关概念的关系  二、什么是法治——一个与人治相
比较的说明  三、为什么要选择法治——从学说史的视角看  四、为什么要选择法治——从历史经验教
训看  五、为什么要选择法治——从我们面临的现实社会关系看第三讲 德性的法治  一、道德和法律的
一般关系  二、道德的发展历程及其与法律的关系  三、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和法治的关系  四、法律
和道德的冲突及其救济第四讲 全球化与法治——全球化与中国法制模式的选择  一、对全球化的一般
性理解  二、全球化的表现  三、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中国社会结构之变化  四、全球化、社会转型和中国
法制模式的选择第五讲 法治建设的资源选取——中国法治的本土性与国际性  一、法律的本土性与国
际性的人性基础及相关问题  二、对法治的本土性之界定  三、对法治的国际性之界定  四、法治本土性
的成因、国际性之背景及对中国法治的可能影响附录  一、我的学术兴趣与学术思想  二、代表作简介  
三、主要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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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4．对我国国家与社会状况的实践反思　　由此所导致的问题必然是：国家是否可以随意进
入社会?可以肯定，在国家和社会两分的背景下，国家不但不能随意进入社会，而且在社会和私人权利
的空间内，盛行着一个基本的准则：“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一点，从美国在“9·11”
事件之后要不要设立国土安全部的争论中，我们大致能够体味。
　　以此为标准回顾一下我国当代的情况，就不能不令人生出某种沉重来，因为在我国，国家权力几
乎是越来越大。
曾经发生在陕北的“黄碟案”就典型地表明了至今我国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
这里以国家机构改革为例，说明我国对国家权力扩张的无奈。
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搞过一个国家机构精简改革的举措，但其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接着
，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类似的机构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其结果是形成了规律性的“精简、膨胀
，再精简、再膨胀，以至无穷”。
甚至在精简中也可能真的减掉了一些有才华的人，而留下了一些平庸的人。
因为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形下，往往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
这是铁打不动的“潜规则”啊!　　记得南方某杂志曾登载过这样一则消息：山西有一个地方政府要精
简三分之一的公务员，在此之前，当地大批官员的亲属、朋友按三分之一被紧急安排到政府部门，然
后把领导不喜欢的人再精简掉三分之一。
其结果是：一方面，“精简”之后总数依然；另一方面，“精简”掉了有用的，暗中进了无用的。
这种情况，居然在宁夏等地也有存在。
甚至有报道说，个别中央国家机关一部分人被“精简”后，因不能离开他们的领导，又偷偷“借调”
进来，待“精简”风一过，再正式调入。
真可谓对上欺瞒有术，对下明火执仗!这说明了什么?它充分说明我国国家对社会的过分挤压；说明社
会对国家权力监督的基本失灵；也说明政府还未掌握基本的遵循法律推进改革的方式，而是以领导人
的意志和决心来推进改革⋯⋯　　人员的膨胀导致政府行政管理层级太多，以至我们的基层扩展到了
乡级。
最近，我国许多学者在研究有无必要保留乡级政权的问题，有些省份也曾作过乡镇撤并计划。
这实际上是政府从基层部分退出的措施，说明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从行政管理和建立法治的视角看，此类研究、此类改革实验都很有价值。
这实际上是政府设法从乡镇渐渐退出的一个征兆。
如果国家从乡级政权退出，让县级以下实行自治，既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能够最终减少政府对
社会的过度干预，其直接效果还可以减少大量冗员。
总的来讲，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或至少是好处大于坏处。
不过政府一旦撤出，如果没有相应的跟进措施，就可能会削弱对社会的控制。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只好交给地方的自治力量，让县级以下实行社会自治。
这不仅可以减少政府冗员，减轻财政负担，减少国家干预，而且可以使政府腾出更多精力抓大事、要
事。
除了外交、国防、财政、公共安全、司法、税收、国民教育、环境卫生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以外(因
为社会自治无法解决这些大事)，其他的事情尽可以交给社会自治组织依法处理。
这样一来，乡级政权组织有无存在的必要，就很值得讨论。
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存在的必要不大，应该把更多的自治权交给社会，交给乡民。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政府权力过分膨胀的倾向。
这其实就含有国家和社会相分的意思。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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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峻的、冰冷的，因此，学术
著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之受到相当大的负而影响。
     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
本书对此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该
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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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峻的、冰冷的，因此，学
术著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之受到相当大的负而影响。
　　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
本书对此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该是
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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