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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抑恶与扬善(自由主义宪政的困境与伦理重建)》共五章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的核心理念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而视国家为“必要的恶
”，而把“什么是美好生活”交由公民的个人理性去选择。
自由主义宪政将彼此对立的积极目标与消极目标结合在一起，使得宪政只能消极抑恶而非扬善。

　　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这一根本立场，使得立宪政治不可避免地陷入多重矛盾之中，并集中表现为
权利与权力、自由与道德的双重困境。
宪政在两个目标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选择任意一方都可能会弱化另一方，从而背离自由主义宪政的初
衷，陷入困境之中。

　　“抑恶还是扬善”成了自由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而当代社群主义的激烈批判，使自由主义
遭遇到最严峻的挑战。
自由主义宪政要摆脱这样的困境，必须摒弃功利主义的传统，重建立宪政治的伦理基础，并达成广泛
的共识。
总之，人类对良好政治制度的追寻和探求是永无止境的，但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最终都要落实在对人
的关怀之上。

　　《抑恶与扬善(自由主义宪政的困境与伦理重建)》由肖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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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明（1977-
），湖南郴州人。
200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8年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并担任硕士
研究生导师，为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开设《宪法学》、《行政法学》和《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学》等课
程。
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学、财政法学。
曾在《法学》、《经济法学家》等杂志（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司法部、中国法学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等省部级课题近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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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摧毁了教权和封建割据势力后，世俗王权乘机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绝对主义国家，这也是历
史上最早出现的主权民族国家。
之所以说新兴民族国家是西方宪政产生的历史基础，基于以下几点：（1）近代主权国家的形成，结
束了中世纪封建诸侯割据的分裂的政治局面，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历史条件，如统一的国内市场，
稳定的政治秩序，统一的税收和法律制度，等等。
对此，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ldquo;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
分清楚的。
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
&rdquo;（2）人民主权取代神权，逐渐成了统治权力新的合法性来源。
民族国家在形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障碍是政治文化的认同。
统治阶级的权力必须赢得全民族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为人民主权思想的形成和实践创造了条件
。
因此当国家主权从君主那里部分或全部地转移到形式上代表全民族而在实质上由民族统治阶级掌管的
国民议会手中时，立宪君主制或民主共和制也就成为了民族国家再正常不过的政权组织形式了。
　　当新兴资产阶级在与王权结盟摧毁封建割据并最终确立世俗王权对国家的统治地位后，再也不能
容忍获胜了的王权&ldquo;以奴役和掠夺报答它的盟友&rdquo;的时候，他们决意取代王权而成为国家
的领导阶级，也就是要对专制王权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建设宪政国家。
英国资产阶级的&ldquo;光荣革命&rdquo;揭开了这场斗争的第一幕，于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真正进入
了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阶段。
如果说英国的&ldquo;光荣革命&rdquo;提供了一个资产阶级与新贵族以及封建势力相互妥协的模式，
那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则为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更为激烈、更为彻底的模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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