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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公权和责任》内容简介：道德、公权和责任是法理学上三个相关的概念。
道德之门的钥匙在哪里？
是《道德、公权和责任》思考的起点。
中国有注重道德的传统。
一部《春秋》，就是把国家治乱的根源归结于道德。
但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把道德建设的重点放在普通个人身上，并不能真正解决道德问题。
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推进社会的道德，关键是民主法治建设。
法治的基础是民主，而现代民主法治的实质是治权。
故现代民主法治建设中包含着道德建设的秘密，这就是公权的道义责任。
推进社会的道德文明，关键是推进促进公权能够依法履职的民主法治环境，形成公权必须依法和不得
不依法的制度空间和人格力量。
只有当公权被严格纳人法治轨道之时，现代社会道德才具有得以生长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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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德海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理学会理事，中国检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检察学基础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政党
理论研究所所长；
研究专长为法理学、宪法学、检察学等，发表著作8部，论文300余篇，代表作为《伦理文明还是法治
文明》，1996年获美国九十学社和上海社科院全球征文二等奖。
有4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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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道德之门的钥匙在哪里？

第一部分 理论法理学
第一章 道德、教养和法治文明
一、教养和市民素质的内在联系
二、现代教养的核心是公平正义
三、以公平正义提升市民素养
第二章 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吗？

一、中西法律文化中“法律低层次论”的透视
二、“法律低层次论”的缺陷
三、法律是基本的道德
四、中国法治建设面临法律和道德观念的超越
第三章 公德和私德
一、公德是关于公权的道德
二、公德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公德入法是法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四、加大法治建设力度，推进法治秩序和公德的共同进步
第四章 评儒家“主体至善”说
一、儒家的“治道”是什么
二、“主体至善”说是儒家人治学说的组成部分
三、两点启示
第五章 超越道德：制约和监督
一、制约和监督的联系和区别
二、我国法治建设在制约和监督上的不足
三、建设以制约为主、监督为辅的权力约束机制
第六章 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
一、人民共和国内涵着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拉美陷阱”对我们的启示
三、和谐社会建设中民主法治作为“基础”的意义
第七章 公平正义也是生产力
一、科学和法治是推动人类近代历史的两个轮子
二、公平正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三、以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公平正义
第八章 主体中国，还是责任中国？

一、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主体性中国”？

二、世界需要一个责任中国
三、简单的结论
第二部分 政治法理学
第九章 中国历史上的民本位为什么没有产生民主政治？

一、中国历史上民本的含义及其作用
二、民本和民主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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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历史上的民本位对民主的遏制作用
第十章 清末立宪，丑剧还是悲剧？

一、清末立宪究竟是改变封建专制还是维护封建专制？

二、清末立宪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三、启示
第十一章 法治启蒙：一个百年的呼唤
一、清末立宪运动和思想启蒙
二、民国：立宪、复辟和革命的冲撞
三、现代中国法治启蒙的主题：宪政的正当性
第十二章 “民治”还是民选？

一、by the people应译为民选
二、民选和民治的关系
三、民选和民主
第十三马克思的公仆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理论渊源
二、马克思主义防止公仆变质的基本理论
三、正确认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公仆论思想
第十四章 马克思论权为民所赋
一、权为民所赋是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两大原则之一
二、权为民所赋决定了权力的行使
三、简单的结论
第十五章 制约、监督和反腐制度的科学化
一、监督和制约是约束权权力的两种方式
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制约和监督的两种理论
三、建立以制约为主，以监督为辅的反腐败体制
第十六章 制度和人才环境
一、从“头脑奥林匹克赛”透视中美两种不同的科研机制
二、中国科研人才机制的官本位及其影响
三、以克服官本位为核心，建设公平正义的人才环境
四、将高校去行政化纳入科教兴国的法治轨道
第三部分 宪法法理学
第十七章 论中国基本权利的性质及实现
一、中国基本权利的政治性质
二、基本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关系
三、基本权利的实现
第十八章 论宪法的控权本质
一、宪法产生于控权的需要
二、宪法的实质是控权
三、“总章程说”应予超越
四、关于中国宪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第十九章 宪法的“不抵触”原则——兼论宪法与民法及其他法的关系
一、立法“以宪法为依据”，没有宪法依据
二、“以宪法为依据”存在诸多缺陷
三、宪法的本质特点及其功能要求不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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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不抵触是法治统一的根本要求
第二十章 言论保障和宪法权利
一、言论自由在当代法治文明中的地位
二、我国法治建设中言论自由的发展及其进步
三、进一步推进言论自由，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四、简单的结论
第二十一章 依法执政论
一、人民共和要求依法执政
二、新中国共和理念的淡化和依法执政的缺失
三、依法执政和人民共和理想的实现
四、以依法执政为主导，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
第二十二章 走向宪政中国
一、宪政是法治的现代文明形式
二、法治必须走向宪政
三、宪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
四、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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