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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宪政概念双语丛书是我在瑞士弗里堡大学联邦制度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提出倡议，由该所国际
合作与咨询中心与湖南大学法学院开展的一个合作项目。
我们不能指望学术著作对改革进程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好的学术著作可能对改革进程产生深
远的影响，而且，学术著作越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越有可能在中国得到应用。
这套丛书不是挑选已有的著作，而是基于如下理念和宗旨组织瑞士学者撰写的：一、立足瑞士和其他
发达国家的宪政基本制度，再现西方国家探索宪政的思想进程，甄别出必要的、过渡性的和附属的宪
政制度，从而增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科学性。
二、结合瑞士和其他国家的宪政经验和惯例，系统而准确地阐述宪政基本概念，为有关理论与中国实
践的结合寻找基点。
三、着眼于中国的宪政研究和宪政建设，向中国学者和决策者以及所有关心未来宪政改革的人提供有
益的参考资料和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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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讲述了：《宪政概念双语丛书》是一套外国专家为中国人撰写的普及性的宪政概念学术著作
，为中国学者和决策者以及关心未来宪政改革的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和备选方案。
每一《法治》尽可能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历史回顾、概念的基本含义、相关的基本制度、瑞士
的相关制度和实践、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转型实践中的教训、前瞻性研究。
内容既有涉及不同概念的导论，又有实际范例。
《法治》为丛书之《法治》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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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将法治国的概念（通过法律的国家统治）与法治相区别来使用在术语上是不准确
的。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在国家的本质和作用上存在诸多不同理解，但唯独在法治国一词这里表现出
如此明显的雷同，它表明了国家和法律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这一基本点。
如前所述，英美法治理论的发展历史反映了，它并非一个积极的、相对自卫的、逻辑严密的普通法体
系，而是假设国家和法律之间并非存在这样一个内在的关系。
从历史层面上讲，19世纪上半叶，法治国概念被引入德国哲学著述和宪政思考时，德国的社会环境迥
异于当时的英国。
在那里，君主立宪政体已经存续了一个多世纪了，而且第一次关于扩大选民主体的选举改革（民主化
）的议会讨论也已经被提上议程了。
反观此时的欧洲大陆，普鲁士王室的开明专制主义正处于鼎盛时期。
体现在国王身上的国家不过是国王与其臣民，而非公民关系中的主权！
当然这在当时被视为是理所应当的，亦被视为一个政治事实和法律原则。
根据法治国理论，可以得出下面两个重要的结论：1.法治国理论早期全然关注于寻求法律途径确立对
行政权的控制。
2.法治国最早的发展是同法律与国家的实证主义哲学相一致的，后者信奉政治和法律之间的严格分离
。
它涉及的是有关法律的体制，而且在原则上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保持中立态度。
现在就将通过法律的国家统治概念与人民主权和民主政府相关联，还为时过早。
3.因此，当时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者甚至也同样信奉这样一个法治国的规范概念。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之一，伊曼纽尔·康德赋予法治国理论以实质内容，但这些内容的提
出并没有显著影响到德国政治和宪政思考领域的主要发展。
康德作为一个虔诚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持有一些保守观点），要求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严格区分得
到法律保护，而且特别关注作为制衡体系的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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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为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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