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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协商民主与软法的相互关系着手，进而探讨我国协商民主的完善对我国软法未来发展的重大影
响。
是罗豪才教授主持的“软法与协商民主”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要目的是将法治发展特别是宪政发展与协商民主联系起来，并进而以协商民主的兴起作为探讨软法
未来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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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豪才，男，汉族，1934年3月生，福建安溪人，致公党成员、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
大学学历，教授。
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2009年11月2日在“北京人权论坛”上表示，经过积极探索，中国逐步形成
了一种契合中国“和合”文化传统、符合建设和谐社会事实、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公众需要的人权保障
“中国模式”。
罗豪才表示，文化的多样性和国情的差异性，决定着人权保障模式的不拘一格。
原来的人权观罗豪才更多地体现西方价值观，对亚洲文明和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反映不够，在继续强
调传统人权保障的同时，应更加关注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等。
他把人权保障“中国模式”概括为四个特点。
一、中国人权保障坚持一个基本理念，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二、中国人权法治在处理权利和义务
关系时，主张既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通过规范公共权力来保障和发展人权；三
、中国促进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均衡发展，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
位置；四、中国努力实现人权普遍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相统一。
反对任何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人权发展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民族文化相结合，并推动了社会
转型和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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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在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上的发言  一、软法在社会生活领域
广泛存在  二、人民政协与软法的关联性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  一、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正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需要深入研究的几个重要理论
与实践问题  四、加强人民政协重大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些想法协商民主与人民政协  一、协商民主在
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二、协商民主的内涵、外延和意义  三、协商民主与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
对协商民主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拓展公民表达诉求的民主渠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  二、
发扬协商民主是促进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是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政治保证  四、从实际出发改进和加强人民政协的各项工作  五、
扎实有序地推进人民政协的政治建设和法律建设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一、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民主形式的伟大创造  二、我国协商民主的四种基本实现途径  三
、协商民主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  四、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加强政协理论研究推
动政治文明建设  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  二、充分认识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借鉴人类政
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加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协商政治：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 
一、协商：共和政治在中国的基础  二、协商：民主集中制有效运行的机制  三、协商政治：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四、结论对我国多党合作与人民政协的法学考察  ——以“软法”为主要分析工
具  一、现实问题  二、分析工具  三、我国多党合作与人民政协的宪法依据  四、我国多党合作与人民
政协工作的基本法依据  五、我国多党合作与人民政协工作的操作法依据  六、结论协商民主及其软法
机制  ——对我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一种分析  一、我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二、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会背景  三、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构成  四、我国协商
民主的模式  五、我国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和规范依据论人民政协的软法机制  ——人民政协制度化、
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法治选择  一、软法机制适合于人民政协的法律性质和政治地位  二、人民政协制度
体系呈现出显著的软法特征  三、人民政协主要运用软法机制履行三项主要职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与软法规范  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存在着大量的软法规范  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
度的不断发展完善证明了软法规范在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三、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是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形式  四、政党内部规范在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论政协规范的软约束力  ——从软法的视角看人民政协的运行机制  引言  一、协商民主在当代世界
的普遍兴起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三、政协规范制定主体所蕴涵的约束力  四、政
协规范实施过程中的开放协调机制  五、政协规范本身的吸引力  六、党和政府的自律性  七、国内外社
会舆论的监督软法规范下的协商民主之旅  ——以历年人民政协章程的修改为视角  一、修改的动因  二
、章程的软法性质  三、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其范围一直在扩大，体现了协商的广泛性  四
、协商方式多样化并以提案的方式为主寻求不一致的一致  ——试论软法与协商民主机制的结构性耦
合  引言  一、系统与环境的结构性耦合  ——源自卢曼的观察视角  二、作为系统的软法——效力程度
不同的“自创生”规则系统  三、软法与协商民主机制的结构性耦合  ——寻求不一致的一致  四、结语
软法的未来：走向回应型法  ——以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为背景  引言  一、协商民主的要素与困惑  
二、协商民主与软法之治  三、我国软法的未来民主形式与公共治理  一、多些民主形式，少些形式民
主  二、新行政法(美)：公中有私，私中有公  三、新行政法(澳)：参与权、知情权、隐私权、救济权、
监督权为了达成正当决策  ——民主论脉络内的协商民主论  引言  一、主要民主论的检讨  二、协商民
主观的基础：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之间  三、协商民主的原则  四、协商民主的优越性  五、结束语协商
民主何以可能  ——自由、平等、理性之于协商民主  引言  一、自由的协商  二、宽容的平等协商  三、
公开的理性沟通协商民主的价值研究  ——以政治协商制度为分析对象  一、基本概念的厘清与协商民
主价值体系的构建  二、协商民主的目的价值：协商民主制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  三、协商民主的
内在价值：协商民主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善的品性  四、协商民主的外在价值：协商民主制度外在的效
用与功能  五、代结语——协商民主的价值评价标准中西方协商民主制度比较研究  引言  一、理论对话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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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创新？
  二、实践形态：以人民政协与参议院为视角  三、保障机制：硬法与软法的互动  四、余论：软法之治
下的中国协商民主  ——以人民政协为例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软法问题及软法现象分析  一、为什么存在
软法问题及软法现象？
  二、如何界定和把握软法？
  三、软法问题及软法现象研究的价值何在？
  四、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树立法律的权威？
高等教育领域软法现象初探  一、软法及软法现象  二、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软法现象  三、完善高等教育
管理需要软法与硬法并举附录软法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及其启示  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  二
、20世纪后期协商民主新思维的影响  三、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超国家组织、机构的作用  四、后现
代社会法理论多样性发展的反映  五、启示“软法"概念探微  一、软法概念之内涵篇  二、软法概念之
外延篇  三、软法的定位软法之治与构建和谐社会  一、软法的广泛民主参与性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
软法的社会利益衡量性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软法通过构建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四、
软法有利于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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