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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于相关理论模型的建构、实践规律的探索、现实关怀的挖掘、生态条件的论证以及与之相
关的中国问题的剖析，更多地在于寻求隐藏在种种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规律，从而形成其关于认识系
统内不同层面问题的理性认识，以此完成对研究对象之确定性、正当性、合理性、有效性、可行性的
证明，如此形成了一个逻辑周延的理论体系。
显然，本书更倾向于从理论和逻辑的维度出发对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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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义清，男，1974年10月生，湖南龙山县人，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
省法学基地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青年骨干
教师，湖南省青联委员，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1998年6月于湘潭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2004年6月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在职
研究生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6月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得法学
博士学位。
1998年7月入职吉首大学法学系从事法学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2002年破格评定为讲师，2006年破格评
定为副教授，2004年7月起担任法学院副院长职务；2009年7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宪
法学博士后研究，其后调至湘潭大学法学院任教。
2010年7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墨西哥出席第八届世界宪法大会；2011年10月至11月作为会务组工作
人员参与国际宪法学协会在西安、香港和澳门举办的圆桌会议及系列学术访问。

近年来，主持完成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1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1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部省级课题6项；在《世界宪法研究》
、《法制与社会发展》、《宪法研究》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
其中10余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等全
文转载或摘录：先后获得各类教学和科研奖励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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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主内在的价值冲突及现实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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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生态条件
　第七章 宪政秩序的政治生态
　 一、均势与共和：权力配置的宪政原理
　 二、权威与监督：宪政秩序的政治保障
　 三、常态多元政治条件下的宪政秩序
　 四、非常态政治条件下的宪政秩序
　第八章 宪政秩序的法律机制
　 一、宪法规范：宪政秩序的制度系统
　 二、宪法适用：宪政秩序的运行机制
　 三、宪法监督：宪政秩序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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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中国问题
　第十章 传统中国宪政秩序的缺失及其成因
　 一、宪政虚无：封建传统下中国的社会状况
　 二、宪政失序：百年中国立宪的历史进程与逻辑归谬
　 三、宪政过渡期我国社会中的非秩序化倾向及其成因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愿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生态条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维护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机制的完善
　第十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实践
　 一、未来海峡两岸关系的宪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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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谦抑性：法治实践的内在品质所谓“谦抑”（Humility Deference），即谦和、抑制之
意。
本书用“谦抑”一词描述法治的特征，笔者认为它至少包含着现实的适应性、发展的趋向性、功能的
有限性、存在状态的多元性等含义，而远非现实主义、科学主义等特征所能描述的。
追根溯源，“谦抑性”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平野龙一先生提出来的。
他在其名著《刑法总论》一书中开创性地诠释道：“即使刑法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
必须直接动用刑法。
可能的话，采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
罚的必要时，才可动用刑法。
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
”可见，平野龙一先生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对刑法的局限性进行界定的，由此衍生出来的法治理念就
是：法律的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并非维系社会秩序最优的手段。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
事物的发展也是永恒的，世界永远处于一个多元化的动态之中。
倘若从人性的角度来观察，人既是恶的，也是善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本性是社会性，人性的
发展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
法治的“谦抑性”亦可以在人性的两面性和社会实践性的这一诠释中得以合理地解读。
可见，“谦抑性”彰显了法治主义的巨大张力。
纵览人类法治文明的实践历程，法治主义的变迁无疑生动地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对特定的法
治模式的诉求。
如果说，古典式的法治主义是古希腊城邦时期具有浪漫色彩的那种面对面的“广场政治”与“广场民
主”。
那么，古罗马则是通过长年的对外征服扩张而形成为一个地域庞大的世界帝国。
由于罗马人对异族长期的征服和掠夺，而被征服的民族却又没有及时地被同化，使得人们对帝国产生
了强烈的离心倾向，直接导致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疏远。
因此，在这样一个存在着巨大差异，思想多元的疆域大国，单纯的雅典式学院教化显然已经变得十分
虚幻，依托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实施具有普遍效力的制度规范——法律来维系帝国的稳定成了古罗马
人的法治理想，也由此孕育了源远流长的罗马法传统，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罗马法时代。
中世纪西欧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领主社会，基督教会是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他们和世俗封建
主共同维护封建制度。
于是，那个时代的奥古斯丁等人则开创了一个庞大的教父神学体系。
其后，西方社会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先导，开始了全面的思想启蒙运动。
这一时期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时期，以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代替古代的自然
主义和中世纪的神学主义；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占主导地位；以民主共和法治主义反对封建君主专
制和等级特权；天赋人权、民主自由、人民主权、人权等理论相当发达，这些都标志着近代以来宪政
意义上的法治主义的生长。
19世纪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革命已基本完成，其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巩固资产
阶级统治。
因此，人们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改革议会和扩大选举、加强立法。
这一切同工业资产阶级推行的自由主义的内外政策是相符合的，同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也是
完全一致的。
于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便成为19世纪居主导地位的政治法律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统治地位，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各主要
国家的政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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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确立的平等自由和法治原则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科学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生产力还有很大的容量和发展余地。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学流派甚多，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其特点也存在着差异。
但是，他们无一不是结合西方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场景来创立自己的学说的。
如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新自然法学则是面对现实的，该学说针对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社会的
政治斗争现实：反对种族歧视、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妇女解放运动，以及随后的反越战运动，等等
。
他们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的要求，并从不同角度捍卫了在西方占
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学说。
经济分析法学的思想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指由于当时美国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让人们认识到
市场并非万能，也需要政府干预。
于是，经济学家将视角转向法律，这一需求使法学和经济学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几乎名存实亡。
面对资本主义法律的严重危机，自然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束手无策，因此，人们开始怀疑他们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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