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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制与法学经历了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变革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基本形成。
这些深刻变化和辉煌成绩，充分印证了中国法学对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贡献。
如今，法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最主要的话题之一，法治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法学已经在向中国的“
自主性”及法学的中国范式与中国体系发展。
　　进入21世纪，当我们置身于全球化的背景中，深入思考法治及法学问题时，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
的影响因子是上个世纪所没有直面的、至少是没有成为影响法治基本内涵与构建的主要因素，比如环
境问题、科技发展、公共卫生、金融危机、外汇储备、裁军与反恐，等等，而今已成为决定法治进程
的重要因素。
适应鲜活的社会现实、回应大干世界的变化，法律在行动，法律在前进，于是出现了全球治理结构与
法治文明演进、国际规范与价值的重塑、非政府组织对法律规制的介入、基于国际义务的国内法修复
，等等。
在中国社会进程中长期形成的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法制实践路径均遇到来自新世纪社会问题的挑战
。
它使法学研究始终面临变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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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益诉讼直接关系到权利的保护、社会的稳定、司法的功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为了拓宽我国的公共利益的救济方式，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的漏洞、为非直接利害关系进入司法救济
程序提供理论支持，本书结合诉讼法与法理学的双重研究视角，重点研究了公共利益的可诉性问题；
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公益诉讼的可行性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本书以诉讼目的的分析为研究的起点，寻找公益诉讼与权利的契合基础，依照“公共利益——公益权
利——(受损)权利救济——公益诉讼”的逻辑主线展开论述。
本书综合法理学、法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和比较借鉴、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首次提
出了公益诉讼的权利基础是“公益诉权”，提出公益权利的概念、性质。
以“公益诉权”的实体和程序的双重内涵为基础，论证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以社会公正为目标，凸显公益诉讼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救济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效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

作者简介

李卓，女，1973年11月生人．法学博士，1992年～1996年辽宁大学法律系本科，1996年～1999年辽宁大
学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2002年～2006年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专业司法学方向博士研究生，2007年9月
～200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
现任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
辽宁大学“校优秀青年教师”、“中青年骨干教师”。
辽宁省诉讼法学会常务理事。
 
    在《法制与社会发展》、《当代法学》、《法律适用》等国家级核心期刊和全国法律类核心期刊上
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立项三项。
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辽宁省教育厅等省级科研项目七项。
辽宁省政法系统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大奖赛获一等奖；“辽宁法治论坛”论文获得一等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

书籍目录

导论  一、公共利益的可诉性  二、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三、公益诉讼的可行性上篇  基础理论篇  第一章 
公共利益的概述    一、公共利益解析    二、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  第二章  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    一、公
益诉讼的内涵分析    二、公益诉讼与实质公正  第三章  公益诉讼的权利基础    一、公益诉权的选定    二
、公益诉权的内涵    三、公益诉权的性质中篇  社会回应篇  第四章  公益诉讼与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
型：公益诉讼的社会背景    二、学术立场：法律的社会回应要求    三、时代价值：公益诉讼的社会回
应  第五章  公益诉讼与社会回应    一、回应社会：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起点    二、法律合作主义：公
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    三、结构功能主义：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功能指向下篇  制度建构篇  第
六章  中国公益诉讼的制度缺失    一、中国问题：公益诉讼的缺位    二、问题归纳：现实与传统的冲突 
第七章  欧美国家公益诉讼的比较研究    一、欧美公益诉讼的历时性比较    二、欧美公益诉讼的共时性
研究  第八章  亚洲国家公益诉讼的比较与借鉴    一、亚洲社会转型与公益诉讼    二、日本公益诉讼的
比较与借鉴    三、韩国公益诉讼的比较与借鉴    四、印度公益诉讼的比较与借鉴  第九章  公益诉讼的
制度构建    一、程序的主体选择与配置：以团体诉讼为主的构建    二、公益诉讼程序的证据制度中的
举证责任倒置    三、公益诉讼的程序限制    四、公益诉讼的辅助程序研究：多元救济途径的运用结束
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

章节摘录

　　第一，主体的非清晰性。
公共利益的主体尚未明确，到底定位为国家、集体（社会组织）还是个人尚无统一定论。
这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对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范围界定尚不清晰，况且存在
一定的重叠。
如果公共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总和，那么，主体就是全体个人，这一概念无疑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把公共利益界定为一种完全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利益形式，即主体是一个脱离个体而存在的所谓“
公共”，也过于感性化，不便于实施。
古往今来，众多思想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虽然各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主体的不确定性。
例如：把公共利益的主体作为全体个人来考虑，因而对公共利益概念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的潘恩认为
，“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术语；相反，公共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的总和。
它是所有人的利益，因为它是每个人的利益；因为正如社会是每个个人的总和一样，公共利益也是这
些个人利益的总和”。
①边沁则说，“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
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
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
。
②哈耶克认为公共利益只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抽象，不是实在的政治和法律概念，“自由社会的共同
福利，或公共利益的概念，绝不可定义为所能达到的已知的特定结果的总和，而只能定义为一种抽象
的秩序。
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具体目标，而是仅仅提供最佳渠道，使无论哪个成员都可以将自
己的知识用于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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