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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序控权与社会和谐》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
通过对和谐社会基本要素的考查，揭示其根本问题乃是实现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和谐
，进而论述只有建立起民本位的社会秩序，真正的干群和谐、特别是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第二部分在宏观上讨论只有权力分工才能实现控权。
通过对古今中外国家权力承继的经验教训，揭示了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工并自守边界，才能实现国
家权力的自我控制、规范运行。
第三部分从微观上讨论控制国家行政权力的各种手段。
通过对传统的及现代的控权方式进行比较、考察和评判，揭示了行政权力善治的实现应当是在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前提下，综合各种手段进行控制行政权力，特别突出法律控权作为首要手段。
第四部分提出在法律控权的问题上，现代社会应当突出以程序法治来控制权力。
通过对法律控权中，实体法和程序法各自价值的比较分析，特别重视事中的程序控制，通过行政主体
自觉以程序法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才能有助于全面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建立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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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宝华，男，1965年8月生于山东省临清县。
1986年毕业于牡丹江师范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历任佳木斯大学讲师、潍坊学院副教授。
现任潍坊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校学术骨干，兼任山东省宪法学会理事。

　　已出版《民事诉讼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基础教程》（合著）、《法学概论》等著作。
在《前沿》、《人民论坛》、《理论探讨》、《社科纵横》、《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等
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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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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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一节 和谐社会及其含义
　　一、民主法治
　　二、公平正义
　　三、诚信友爱
　　四、充满活力
　　五、安定有序
　　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二节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政府公信力的构建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
　　二、历史上社会和谐的影响因素
　　三、影响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
　第三节 政府公信力建设——民本位秩序的建立
　　一、秩序
　　二、不同价值取向的社会秩序
　　三、建设社会主义民本位社会秩序，增强政府公信力
第二章 社会和谐“取决于控权”，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行政权力及其承继
　　一、我国传统的行政集权体制
　　二、我国现代行政集权体制
　　三、我国古代行政集权体制下的权力继承
　第二节 近代宪政体制下行政权力独大的现象
　　一、近代宪政体制
　　二、君主立宪制体制下的行政权力
　　三、议会共和制体制下的行政权力
　　四、我国民主共和国体制下的行政权力
　　五、行政权力独大的危害
　第三节 权力分离和受制约是民主共和体制的精髓
　　一、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制权力制约的实践和教训
　　二、古罗马共和国宪制在权力限制上的实践和教训
　　三、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和制衡机制的经验
第三章 控制行政权的各种手段
　第一节 道德控权
　　一、道德与“以德治国”的源流
　　二、我国近代以来的“德治”与“以德治国
　第二节 法律控权
　　一、法律控权
　　二、依法律控制行政权力
　　三、法律控权的作用
　第三节 控权的其他手段
　　一、舆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二、放松政府管制和放权于民
第四章 程序控权与社会和谐
　第一节 程序控权与实体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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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程序及其价值
　　二、我国有关程序的立法
　第二节 对行政权运行各阶段的程序控制
　　一、行政权力执行的性质
　　二、行政决定形成过程中的相对人参与
　第三节 程序控权增强政府公信力
　　一、控制行政权以增强政府公信力
　　二、依程序控制行政权的独立价值
　　三、社会和谐与政府公信力的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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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法治社会，人们之间的行为最终要依赖于必要的事前规则的规范和约束，而不可能决定于
某些个人的意志，或者仅仅取决于人们的自律。
法治社会实际上就是安定有序的规则社会。
在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之中，甚至在国家生活中都离不开规则的作用。
任何规则都包括其形成、修改、遵守、执行和依据规则所进行的处罚。
在一定团体或行业内部，经由一定的民主程序制定的规则必须得到遵守，因而也必须有中立的监督规
则执行的机构，使得破坏规则的人必然受到惩戒，必然损害自己的利益；使得受害者得到来自侵害人
的及时足额公正的补偿。
同时，整个规则的运行机制还要设置启动修订的民主程序，使得从业者民众（即利害相关的人）能够
通过参与正当的民主程序及时将不合时宜的陈规戒律加以修正或废止，使规则保持更新，符合时代进
步的要求。
在树立规则意识上，宣传教育和严格遵守规则，认真惩罚或奖励，两者不可偏废，也不可相互代替。
其次，要正确处理以地域为其效力范围的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法规和行业规范的关系。
两者关系首先是共性，即规则或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正或废除都要经过民主的正当程序，它们对其管
辖范围的人和事都是一律平等适用的，它们都是公示的成文的，都具有可操作性，是确定性的行为规
则；它们的区别不仅是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的问题，而且涉及的护法和护规则的机关不同，也即强制
力不同。
孔子说过，修身而后齐家，只有前项做好了，才有可能做好治国平天下等事业。
套用我们先人的话，我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养成谨守规则的意识，在家守规则、在学校守纪律、在单
位遵守规章，做事业讲求规则意识，他才能自觉地守法，才能有法律意识。
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对于所有公民都是必要的，而若真正使其见成效确实应该从使每
个人都遵守起码的家庭规则、学校纪律、单位规章、行业规范等做起，只有这些做到了，他们才能具
备法律意识，才有资格有机会当选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国家法律的保护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程序控权与社会和谐>>

编辑推荐

《程序控权与社会和谐》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摈弃官本位、建立民本位的立场出发，纵向阐述了人类
有史以来控制国家权力的经验教训，同时横向分析了控权的各种手段。
作者认为，无论是立法控权、道德控权，还是舆论控权，都是实体控权；实际上，控制权力运行还有
程序控权这一重要手段。
对立法行为的法律规制、对诉讼行为的法律规制、对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都体现了程序控权。
与立法和司法手段等外在的控权不同，行政程序控权旨在发挥立法、司法控权的优点的同时，着重行
政主体自身的自我控权、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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