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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管制是否为公法学研究提供了替代性范式，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而无论争议是否有结
果以及争议的结果如何，政府管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为公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概
念、术语、研究方法和技巧，这是难以否定的。
　　经济学家较早地关注和研究政府管制现象，他们通过创设价格管制、进入和退出管制等管制术语
来解释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传统经济学研究拓宽了领域。
而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加入了研究行列，探求从政府管制中寻找新的研究资源。
相对而言，公法学对政府管制的关注起步较晚，因为传统的研究资源基本上已经足够，公法学家们并
没有迫切感到术语的缺乏和解释的乏力，按照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描述，这时处于一种“
范式稳定”的阶段。
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处理大量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失业救济、交通整治
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行政职能的增加，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在19世纪
末20世纪初，在中国则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就使得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不得不转移研究重点，将政治、政策、法律等系统变量纳入研究范
围，这时候传统公法学研究范式的不足就开始显现了，它们无法解释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和
诸多“异常现象”，这种“范式危机”的出现迫使公法学家们不得不去探寻新的“替代性范式”，政
府管制研究范式便应运而生。
按照美国研究政府管制的行政法学家约瑟夫·P.托梅恩教授和西德尼·A.夏皮罗教授的说法，政府管
制研究范式可以对诸如管制国家的目标和目的、完善治理的构成条件、新公共议程的内容、官僚政府
公共美德的构成条件等传统公法领域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提供清晰而有解释力的答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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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制度分析为框架，以法官的制度激励和行为逻辑为切入点，对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分别从政治的
、管理的、法理的和技术的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以法院内部严格的层级化组织结构和行政化管理方式，将审判活
动控制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范围内，在解决纠纷之中积极响应政治的要求。
这种制度对法官产生一系列消极的激励，不利于形成独立的、公正的、权威的司法判决生产方式，不
利于充分发挥司法的制度性功能。
因此必须将司法改革从审判方式改革向司法体制改革深化，从权力配置、内部体制和外部体制上对现
行的司法制度进行多层次的改革。
改革的突破口应放在法官制度上，从法官员额、法官遴选、法官待遇和法官培训等方面对法官制度进
行全方位的改革，消除法官素质对司法改革进程的不利影响，并以内生性力量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深
化。
    本书适合司法工作者特别是法官、律师，法律专业人士特别是法理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公共管
理专业人士特别是司法管理的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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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问题　　以陕甘宁边区司法为雏形建立起来的当代中国司法，经历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初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毁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建和20世纪80年代
后期以来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体系。
在国人对改革开放30年进行各方面总结的时候，特别是在司法改革进入体制性改革的关键时刻，回顾
当代中国司法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分析司法现状中的问题和根源，展望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相信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
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带来了财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变化，对上层建筑的改革
提出了新的诉求。
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世界大舞台，封闭已久的传统社会直接面对着
外部的各种力量的冲击。
社会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着司法制度的改革。
案件的急剧增长对司法效率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正义观念的苏醒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如果说司法改革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却不完全准确。
与其说是社会转型推动了中国司法改革，毋宁说是中国司法改革恰好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并且构成
了社会转型的一个部分。
司法改革最根本的动因，乃是原来的司法制度不符合司法权运行的规律，司法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司法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也就是说，内因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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