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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公法，是与私法相对的概念，一般是指以实现公共利益和规范公权力为首要
目标的法。
自从公元3世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创公法这个概念以来，西方世界出现了许多关于公法的研究
成果，这推动了公法的发展和繁荣。
不过，不论是在大陆法国家还是在英美法国家，关于公法的研究并无定式，关于公法的概念内涵和外
延也众说纷纭，甚至公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学基础和概念工具也是令人怀疑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引入和移植西方尤其是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公、私二元对立的法律框架
自然被中国法学界所接受，因此，学者也开始研究公法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不过，其中的问题仍然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第一，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公法之下的单个学科的
角度分别进行的，很少有关于公法的共性问题的研究成果；第二，对公法的研究，还停留在较浅的层
面，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对公法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一般只会运用分析实证的方法；第四
，对公法的基本范畴、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缺乏逻辑一致的论证。
加强公法原理的研究，其实际意义在于：第一，能够提炼规范国家权力的基本规律，完善公权力的整
体运行，有利于我国的宪政建设；第二，有利于指引人权保障的趋势，加强公法制度建设，使公权力
的运行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具有正当性，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第三，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公法制度，
从而推进制度反腐败。
其理论意义在于：第一，对各部门公法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抽象和概括，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公法
认识的理论深度和研究水平；第二，将公法的概念、范畴、原理等系统化，有利于实现各具体公法学
科内部的和谐发展，也有利于公法规范的协调发展；第三，有利于消除我国公法学研究的盲点，拓展
法学发展的空间；第四，有利于完善公法学科体系，探索我国公法学长足发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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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系统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归纳分析了关于公法的共性问题和运行原理，
建立了公法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制度、基本价值和内在逻辑完整的原理体系。
《公法原理》作为一部公法的法理学著作，首先，从公法的基础概念入手，分析了公法与私法、权力
与权利这两对基础概念的历史起源、演变及性质、内涵等问题：其次，对公法的基础范畴，主要包括
公法关系、公法规范、公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公法的发展趋势，展开了深度的分析：再次，对公法的基
本制度.主要包括公权民授制度（代议制、选举制度及政党制度等）、权利保障制度、权力制约制度（
包括横向权力配置和纵向权力配置制度）、正当程序制度、公法责任和救济制度等展开了细致的分析
和研究；最后，对公法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公法与正义、公法与利益、公法与秩序、公法与效率等展
开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本书对于建构公权力的运行制度、保障公民权利、完善公法学科体系、推进公法建设进程，具有
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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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公私法划分的历史演进（一）公私法划分在中世纪的延续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征服
，西欧开始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日耳曼人建立了以庄园制为基础的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制度。
王权、教会和封建领主的权力吞噬了公民的权利。
在当时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模式下，“绝对权力”的观念并不容许任何个人维护自己的权利，以与政
体相对抗。
①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消失殆尽。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从社会学来看，也就是说，作为制度范畴，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
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
”②在法律上，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代替了罗马法。
公法与私法不再作区分。
基尔克（Gierke）认为，“在德意志的法的历史上，在整个中世纪都没有认识到公法与私法的观念的
区别，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邻近者间的交易关系以及王与国民间的忠诚关系，都被视为可包括
于一个相同的单一的种类的法里”③。
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社会基础和条件缺失，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更是无从谈起。
但是，即便如此，公私法划分的理念并没有销声匿迹，其作为一种学术上的分类在中世纪的思想家和
法学家那里仍然得到了延续。
圣保罗、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基督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都以适合当时的形式传承着古代的法律思想④
；公元11世纪，随着罗马法的复兴，许多法学家们的理论阐述中，特别是布加鲁斯、普拉森第努斯、
阿佐等注释学家的著作中仍然不乏公私法划分的传统，这使得公私法划分理念的血脉得到了传承。
（二）公私法划分在近代的兴盛。
17、18世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人口增多，城市发达起来，商品交换日
益频繁。
市民社会力量初步发展壮大，与国家形成抗衡之势。
同时，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欧洲大陆建立了一批以民主政治为主旨的近代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法律制度现代化的过程。
自11世纪罗马法复兴开始的学术研究和传统此时正好契合了近代民族国家法治发展的要求。
欧洲普通法正是在罗马私法和注释法学派的著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法原理>>

后记

历经五年的艰辛和努力，《公法原理》终于从课堂讨论题目提升为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课题，再到北
京大学出版社列出版计划，如今，该书的书稿已然成为出版清样摆在案头。
2004年9月，我们开始招收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为了能够给研究生们构建一个宏观、完善的公法理论体系与课程框架，我们的培养计划中设置了“公
法原理”必修课程，但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大的一个就是困难就是，
纵观我国其他有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院校，几乎没有与公法原理相关或相类似的课程设置，在市面上
也找不到一套完整的公法原理相关教材或读物。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作出了课程创新的同时，也就面临着要从头开始整体上设置与完善公法原理课程
的挑战。
基于此，我们在公法原理的课程讲授中，大胆创设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即师生互动式教学模式。
在该模式中，由我首先提出公法原理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的框架体系，在与
张俊杰老师交换意见的基础之上初步形成了公法原理的教学提纲，之后由学生或学生小组负责各专题
的相关资料的查阅、收集与整理。
在课堂中，每个专题的学生根据自己老师所列题目和参考书目，进行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并作出专题
报告，其他同学则根据该报告和所收集到的资料阐述自己的意见或展开辩论。
最后，由授课老师对该专题进行深入讲解，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讲解。
现在看来，这种体现了“教学相长”理念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是很成功的。
从2004年开始授课到2008年，公法原理课程走过了五个年头。
在五年的课程讲授中，我们每一年都针对以往授课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在下一年教学中力图有所改
进，有所创新。
曾有一年，针对之前学生资料准备中法学理论专著阅读较少的问题，我们专门将公法原理课程与公法
学专著导读相结合，将法学名著的内容引入到了公法原理的课程中来作为有益的补充。
在课堂上，我们给每个学生都分配了一定的公法学专著阅读任务，从学生们的读书报告上，明显可以
看出其理论认识逐渐加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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