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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协商民主，一个被西方学者高度赞誉为“理性共和国”的概念，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
现实的工具?“协商民主”能够为新世纪的民主实践提供一种名副其实的希望么?“协商民主”概念本
身意味着什么?中国有协商民主吗?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遭遇的困难，应如何在宪
政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充分运用宪法资源来促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正是戴激涛专著的《南岭
法学学术文库·协商民主研究--宪政主义视角》着力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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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激涛: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基础理论，中国宪法，人权法。
在《法学》、《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两项，参编教材两部，参
与各级各类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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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哈贝马斯认为，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两种法律：作为媒介的法律和作为制度的法律。
作为媒介的法律起着调节经济和行政系统的功能，“作为一种同分化开来的经济社会的功能迫令相联
系的政治统治的组织手段，现代法律仍然是一个两重性极强的社会整合媒介”。
而作为制度的法律则调节着生活世界。
但无论是作为媒介的法律还是作为制度的法律，都应该在生活世界中的人们的相互讨论、协商、审议
中产生，都是事实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两者总密切联系在一起，都应该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秩序中，都
需要从生活世界获得正当合法性的力量。
如果法律脱离了生活世界的基础，那么，作为系统媒介的货币和权力就会入侵生活世界，成为系统控
制生活世界的手段。
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是生活世界的制度化，是生活世界影响和调节社会系统的主要途径。
只有当法律成为生活世界原则的制度化，政治和经济系统的运行才有可能受到生活世界的控制，才可
能重新确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甚至成为人们之间相互沟通和交往的领域，而不是一个社会控制的
领域，这个系统才有可能和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又不侵人生活世界，并控制生活世界。
因此，任何法律都应该是生活世界中人们自由讨论协商的结果，法律的正当性需要通过自由而平等的
公民之间的商谈来确定。
　　哈贝马斯提出的法律商谈理论试图为法律本身提供合法性来源。
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合法性的问题产生于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
为了保持社会统一，实现社会整合，所有公民都必须服从法律。
法律是依靠其强制力量来使人们服从的，这是一个事实，哈贝马斯将之表述为“法律的事实性”，即
法律必须得到遵守；但是，法律仅仅凭借其强制力迫使人们服从是不行的，它必须同时得到人们的认
可和尊重，即这种服从必须是自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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