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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铎编写的《中国信访制度研究——公民主权与普通人政治》从规范概念开始，分析信访行为存在的
原因及必要性，探讨信访活动的制度定位，论述公民主权定位的中国信访制度的建构原理、建构原则
和应具备的功能，指出中国信访制度与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的内生性联系，详细深入地讨论了中国信访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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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铎，祖籍陕西省户县秦镇乡张良寨村。
1949年4月25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在延安中学、延安大学完成学业。
做过“知青”，搞过文艺，干过行政；大半生献给了从中小学到大学的中国教育事业，在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退休。

平生虽志于学，而造诣疏浅，常怀嬉随之愧，唯幸国是己任之心未尝稍怠；数篇文章几本书百余万言
，所论甚杂，一言以蔽之：民胞物与，忠恕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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