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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国策》丛书，旨在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份思想的盛宴，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一份决策
参考。
丛书共四十多册，荟萃学者五六百人，其主题集中于大国之路和强国之鉴。
我曾经主编《大国》学术丛刊，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政建设有自己办刊的思考，今受嘱谈点感想，权且
作为导言。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
看，我们的自然禀赋、人口规模、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人文风情，等等，都注定了我国是一个
大国。
但是，大国不等于强国，更不等于优良的法治之国。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从内政上厘清一个大国与强国之间的本质性不同，在外交上构建一种国与
国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我们有一双“法眼”。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古代，古代王朝政治的国家治理经验，例如被某些学者所褒扬的“德治”
、“峻法”，以及“朝贡体系”，等等，在当今世界，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功能和效用，现代社会迫使
我们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即法治国。
一个社会犹如一个活的生命体，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他的所谓国之“大”者，不过是一堆肉
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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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崛起是在失去世界政治、经济、文明控制权150年之后的再度崛起。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
在千年一遇的机遇面前，中华民族、中国国民、中国政府应以怎样的大战略、大视野、大谋略、大胸
怀应对新的世界秩序、迎接新的挑战？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智库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中央党校、中
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这些机构作为政府“外脑”，为中国最
高决策层分析全球走势，为中国策，为国是谋。
    《大国策》丛书集结当代中国顶级“谋士”和“智囊”，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进
行考察，立足中国崛起道路上的大战略、大课题，对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政治、民主、软实力、
民生、环境、能源、人口、国家安全等领域所涉及的战略问题发表国策诤言，直陈大国崛起进程中的
危机和挑战，试图超越西方设定的现代化标准，跨越西方现代化“陷阱”，提出中国崛起的大对策、
大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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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治成就大国——《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民主增量，政治放量　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　政治改革与
中国国家建设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　政治的疏离与回归——二十
年中国政治观的演变与动力　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别把民主和决策扯成“两张皮”
　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　我国政治资源的不平衡分布　当代中国
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体制资源　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探询中国的新身份：关于民族
主义的神话　村民自治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之路出牌之前先立规矩　法治中国的司能性——兼论对
中国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　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洋为中用：西方议会发
展对中国人大制度的启迪　宪法解释的功能、原则及其中国图景　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人民法
庭法官的司法过程与司法技术——全国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　人大监督中的程序正义问题民
族问题无小事　现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类型划分　雪球：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结构、互动与认同　中华
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　和而不同：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考察　中国多民族“混居”自治
区域权利样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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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治文明。
改革开放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就提出了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这两大基本目标。
物质文明的主要含义是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主要含义是文化教育的发展。
一些理论工作者当时就发现，这两大基本目标没有包括政治民主，因而是不全面的。
其中的少数人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提出，应当在两个文明之外，加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
在90年代末，政治文明的话语开始进入党和政府的主流话语体系，2001年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使用了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
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原来的“两个文明”被扩充为“三个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终于与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基本目标。
倡导政治文明，实质上就是倡导民主和法治。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也称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其实质是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是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
府的民间公共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但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在我国事实上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最初被译成“市民社会”。
在一些人看来，倡导公民社会似乎就是倡导资产阶级社会，就是提倡与政府作对。
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一些学者就开始倡导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在引起热
烈讨论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政治性批判。
但改革开放后，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这一事实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使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承认公民社会存在的事实。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发起了一场关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讨论
，这一讨论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人们对待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拒绝公民社会转变为接受或默认公民社会。
这样，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的现实和观念首先在学术界取得了合法性。
1998年6月。
民政部正式将原先主管社会团体的“社团管理司”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这意味着民间组织正
式得到了政府官方的认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
中共十六大后，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包括民间组织、行业组织和社区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
并且开始强调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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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策:中国式民主政治》编辑推荐：民主是一种有效的“政治资源配置方式”，通过政治多元参与
确定公共决策程序，使政府决策更具约束力和正当性。
但也应该看到，在民主决策过程中不止一次出现“扯皮”现象，决策现场很快变成了发泄意见的“角
斗场”。
我们在纠正“权力过分集中”弊端的时候，由“权力过分分散”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
离开法治谈民主，民主不过是专制者坐庄的借口。
法治的目的不是管理人民，而是管理政府。
法治的公正程序，不外乎先立“游戏规则”，需要打开天窗说亮话。
也就是说，在抓牌和打牌之前，先把规矩说清楚。
如此一来，无论结果赢输，所有玩家都能认可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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