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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创作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鲍勃(Bob)和安(Ann)在40年前，即1962年开始在加纳大学(UniversityofGhana)教书的时候，对发展问题
产生了兴趣。
从那时起，他们在中国和六个非洲国家共执教12年。
鲍勃有意研究能否用法律推动发展进程。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安也逐步认识到，除非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改变其继承的效能低下的制度
，否则旨在改善资源使用的研究对于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可能在实际上将收效甚微。
最终，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探讨如何通过起草法律推动发展和社会变化，也就是说，通过运用法律实
现社会的变革。
1966年，鲍勃和安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ofWis-consin)为第-Z世界国家学生举办的法律与发展研讨
班上，联合讲授课程。
1974年，鲍勃开始在波士顿大学(Bostonuniversitv)讲授法社会学。
由于该课程不是律师资格考试的考试科目，很少有学生予以关注和投入时间。
通过缜密思考，他提出，从一个法律职业的角度讲，法社会学不是一门“文化课”，而是一门职业课
。
从事法律社会学和立法工作者必须回答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人们被法律规范时会做出某种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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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立法研究严重落伍的当代中国，该如何利用法律迅速改变现行制度，同时保持法律规则的稳定性？
如何“四两拨千斤”，从小处入手，实现发展所要求的重大制度变革的目标？
如何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收集起草部门所需的数据，探讨问题行为的性质？
如何起草法律改变国际制度，促进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
     本书可以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所帮助。
本书已经被世界尤其是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认可。
本书的核心是制度立法理论、方法和技术，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使用这些工具设计和起草法
律解决社会问题。
 　　本书旨在指导立法实践，因此不可避免地，如本书第一篇阐述，书中引用的实例是含蓄而不是明
确地折射理论，反之亦然。
尽管本书论述了许多理论，但仍然是一本实务指南。
虽然，希望所有的实务工作者都认为，本书对其工作是有帮助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实
务工作者可能会发现，本书对其工作更有帮助。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本书——一本实务指南中——渲染学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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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赛德曼（Prof.Dr.Ann Seidman）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立法学家，制度经济学家，法律与发展运
动奠基人之一，毕业于史密斯学院（BA），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S）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PhD）。
她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美国麻省州立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北京大学，以及津巴布韦和赞比亚
的大学等高校讲授发展经济学、立法学课程。
近年来，致力于对通过法律促进发展的研究。
著作有：《非洲经济学教程》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设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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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与实质内容，语言与思想密不可分，起草者只能因为教学目的而冒险将它
们分开。
它们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致改变词语就会改变想法，就像想法改变了，词语要随之改变一样。
⑩正如彼得·温奇(17eterWinch)所述，糕饼师傅不是首先想好怎样做一个苹果派，然后去做；而是说
做就做。
⑩同理，起草者不是首先构思好法规，然后用文字表达，而是直接草拟法案。
起草者在撰写法案句子的过程中，展开法案内容的细节。
从法案最初想法开始，政策制定者与起草者都必须用文字描述。
起初采用普通的词语形式，即大多数人所说的“政策”。
起草者接着努力用愈来愈清晰和准确的字词句，表述法规的操作细节。
在这过程中，起草者所做的，绝不单单是更准确地阐述实质内容。
在起草者写出句子之前，起草者和任何其他人都不知道法案的详情，是句子详细地说明了明确法案实
质内容的细节。
约翰·杜威(John．Dewey)指出，政策和其具体实施的关系类似一个家庭建新房“政策”和具体建造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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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立法研究是严重落伍的，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立法理论。
毋庸讳言，立法学中的法律起草学研究更是非常落后。
而依法治国势必要求我国的法律起草学有一个大发展。
基于此背景，汕头大学法学院组织海内外专家学者翻译了美国著名法学家，法律与发展运动奠基人罗
伯特·鲍勃·赛德曼、安·赛德曼和立法学家那林·阿比斯卡的立法学巨著Legislative。
DraftingforDemocratic：SocialChange：AManualforDrafters。
该书已经被世界尤其是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认可，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该书能够出版，要感谢原著作者的信任、支持和授权，赛德曼夫妇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有着长期的友
好关系，希望借此书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关心。
要感谢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教授在该书翻译和审译过程中给予的巨大鼓励和全力支持，曹培教
授在引进和启动该书过程中的真诚奉献。
要感谢所有译者给予的理解和积极配合。
非常感谢李嘉诚基金会、汕头大学法学院给予的出版资金资助，以及中国经济出版社黄艳编辑、刘晨
编辑的忘我劳动，可以想像，对法学译著进行校对是多么的辛苦。
还要感谢汕头大学法学院梁家全同学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全部翻译稿的脚注、图表、练习和解说进
行的文字勘误和格式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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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法学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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