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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已经成为新世纪的中国共识。
为了把这种共识变成现实，还应该在思想和制度的不同层面描绘具体的作业图，进而采取行之有效的
举措。
《法治构图》就是对当今社会的这种迫切需求的回应，主要尝试解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我们究竟要
建构什么样的法治秩序？
我们怎样才能达到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

实际上，作者季卫东从198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在思考和阐述上述问题的答案，并把研究的心得陆续形
诸文字发表，以期有益于点点滴滴法制改革的实践。
《法治构图》就是对相关的代表性论稿的梳理和总结，可以理解为从正当过程到实质价值、从法治到
民主的新程序主义建构法学观点的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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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卫东教授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
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90年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6年升任正教授至今。
1991年至92年期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兼任日本法社会学会理事、亚洲太平洋论坛(淡路会议)研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CIDEG学术委员、国际高等研究所企画委员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中国法与政治。
主要著作有《超近代的法》(日本密涅瓦书房，1999年，获日本法社会学会首届优秀著作奖)、《法治
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日本评论社，2001年)、《宪
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5年)、《法律程序的意义》(小文库版，中国法制出
版社，2004年)、《中国审判的构图》(日本有斐阁，200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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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中国秩序原理新诠
第一章 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兼论对文化传统的解读与反思
 一、应该怎样理解法治？

 二、对中国秩序原理的反思之反思
 三、民主的法治离中国人并不遥远
第二章 法治与普遍信任——关于中国秩序原理重构的法社会学视角
 一、对问题状况的界定
 二、传统的秩序原理与信任观
 三、当代社会科学关于信任的分析框架
 四、对信任与法治秩序的重新定位
 五、并非结论的结束语
第三章 中国司法的思维模式及其文化特征
 一、公议和舆论对审判的影响
 二、正义的双轮：查清事实与追究责任
 三、与西欧式现代司法的比较
 四、关于法律推理的不同学说
 五、对中国经验的理论分析
第四章 宪政的规范结构——对两个法律隐喻的辨析
 一、引言
 二、外部根据、等级性以及循环
 三、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反思
 四、宪政的本质是试错的制度化
 五、宪法解释和宪法改正的区别
 六、从矛盾论到法治对抗轴
 七、围绕抵抗权的程序安排
 八、结语
第二辑 程序公正与解释共同体
第五章 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
 一、引言：作为制度化基石的法律程序
 二、现代法律程序的含义和基本特性
 三、法律程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
 四、中国法律程序的问题
 五、结语：中国法制的程序化
第六章 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
 一、绪言
 二、为新程序主义立场辩护
 三、社会正义的实质性判断与程序性条件
 四、法律程序、论证理由以及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五、从追踪管理和满意度看到的中国式程序设计
 六、结论
第七章 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
 一、现代国家中的职业法律家群体
 二、科举信仰与法律家的地位
 三、法律教育和学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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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管理体制改革的起点——司法权合理化
第八章 法律解释的真谛——探索实用法学的 第三条道路
 一、两种法律解释观
 二、关于议论的法学理论
 三、怎样解释中国的法律解释
 四、结束语：分析判决理由
第九章 现代市场经济与律师的职业伦理——法律人文主义话语的比较分析
 一、经济伦理、法治以及律师的职业信念
 二、法务市场中的二律背反
 三、中国律师事务所国营化的逻辑
 四、共同体自律与伦理的话语空间
 五、结束语：多样性的伦理观与合法性的正义
第三辑 司法权：体制转型的关键
第十章 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
 一、司法审查的由来和意义
 二、制度设计的不同类型及其条件
 三、从司法解释到司法审查
 四、中国设置宪法法院刍议
第十一章 再论合宪性审查——权力关系网的拓扑与制度变迁的博弈（修订稿）
 一、引言
 二、合宪性审查在中国的条件和经验
 三、权力关系网中的互动过程
 四、对违宪的判断标准与政策性选择
 五、组合最优化的设计思路
第十二章 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及其演化——另类分权制衡与司法独立的悖论
 一、责任制、司法解释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的组合功能
 二、从法庭规则的细节到司法审查实践的风波
 三、司法改革必须突破体制的“瓶颈”
第十三章 电脑量刑辩证观
 一、绪言：用鼠标点击出的自动化判决
 二、排除裁量权的镜像原则与司法的精密化指向
 三、关于电脑制裁应该缓期执行的四项理由
 四、结语：量刑指南不同于量刑软件的本质性特征
第四辑 民主法治的条件和形状
第十四章 原罪意识、财产权以及法治的道德性
 一、不得不正视的两种原罪问题
 二、从财产权看“免费搭车”心理效应的强化和突破
 三、从权力到货币：难免的原罪及其危险性
 四、对社会信用和担保物的理论反思
 五、治罪，免罪，还是赎罪？
——在法律和伦理以及人情之间的公共选择
第十五章 风险社会的法治
 一、问题的界定
 二、风险社会对法治的挑战
 三、探索依法的风险管理之道
 四、依法的风险管理与信息系统重构
 五、风险法制研究的展望——代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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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中国法治向何处去？

 一、正在浮现的执政合法性危机
 二、被误导的民主化将造成事与愿违
 三、重新认识中国推行法治的问题状况
 四、法治的起点：切实贯彻审判独立原则
 五、审判独立以及能动司法的关键在于违宪审查制
 六、促进律师对权利话语的演绎、表达以及整合
 七、构建法治秩序的思想基础以及核心价值的重构
第十七章 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
 一、在民主政治的理想和现实之间
 二、从“依法治国”到民主选举
 三、企业与国家的权力结构改造
第十八章 自决权与宪政理论
 一、法治与自决之间耦合的可能性
 二、人民自决的三个发展阶段
 三、限制对外自决权的国际法规范
 四、有关对内自决权的宪政设计
 五、自决权与公民投票制
 六、结语：从自决到共创
第十九章 网络社会中的有限宪政革命
 一、网络中的个体与新宪政论的思路
 二、信任和契约：关于权力正当化的六项工具性概念
 三、互动关系中的合意与强制以及政治改革的方式
 四、组合最优化与国家决策中的竞争机制——有限宪政革命的三部曲
 五、结束语：重温法律程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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