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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公法①大约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如夏代的《政典》、西周的《周礼》，均包含大量的行政法规
范，特别是《周礼》，被认为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行政法规大全”②。
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其公法均有相当发展，云梦《秦简》、汉《九章律》、隋《开皇律》中都
有数量不小的公法规范，至于《唐六典》、《大明会典》、《清会典》，则更被认为是“调整封建国
家各机关活动规则的行政法典”③。
中国的公法学，则发展、发达较晚，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的《自由书》（1899）、《各国宪法异同论》（1899）、《立宪法议
》（1900）、《中国国会制度私议》（1910）、《宪政浅说》（1910）、《宪法之三大精神》（1912）
等被视为中国早期的公法学论著。
④继梁启超之后，中国涉足公法学研究的学者逐步多了起来，相应著述也逐步丰富起来，如保廷梁的
《大清宪法论》（1910）、白鹏飞的《行政法总论》（1923）、王世杰的《比较宪法》（1927，1936年
第三版时改为与钱端升合著）、张知本的《宪法论》（1933）、管欧的《行政法各论》（1936）、马
君硕的《中国行政法总论》（1947）、刘静文的《宪法中政府制度的比较》（1948）等。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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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以公法领域修宪（八二修宪和以后的四次修宪）以及重大法律（以《立法法》、《行政诉讼
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等重要法律为基本范围）的制定为线索，展示公法制度在过
去三十年的变革，揭示公法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找寻促进或阻碍公法发展的因素与力量。
内容涉及：宪法修订，法律的制定、修改及其背景，宪法或法律的主要内容及重大制度的创新，公法
制度的实际运行及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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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三十年来的中国公法纵览  一、1978—1982：酝酿    （一）公法秩序的过渡    （二）旧秩序
的残余与整顿    （三）新秩序的酝酿  二、1982—1989：奠基    （一）宪法基础的奠基    （二）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公法制度变革    （三）秩序本位的权利制度  三、1989—1999：控权    （一）政府与市场
关系的逐渐确立    （二）以《行政诉讼法》为开端的控权法治    （三）法治国家理念的宪法表达  四
、1999—2008：人权    （一）立法秩序的规范和完善    （二）法治政府目标的提出和展开    （三）人权
彰显第二章 从威权到人权：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演进  一、国家权力的制约与公民自由的拓展    （一）
经济自由：从计划到市场的根本转变    （二）人身自由：走向法律保留与程序正义    （三）精神自由
：秩序优先下的行政管制  二、国家职能的强化与民生的改善    （一）制度恢复与改革的酝酿    （二）
民生保障的多元化、社会化与市场化    （三）民生保障的普及与国家责任的重新强调  三、民主政治的
发展与公民参政的深化    （一）选举制度：走向平等与竞争    （二）基层民主：公民自治的渐次展开   
（三）公务员制度：从干部到国家公务员  四、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与公民诉权的保障    （一）违宪审
查：制度障碍与实践突破    （二）行政救济：制度设计日臻完善    （三）国家赔偿：在期待中缓慢前
行    （四）信访制度：公民申诉权的有限保障  五、公民纳税义务与财税制度改革    （一）纳税义务：
重新确立与体系初建    （二）税收制度：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三）依法治税：税收法治的健康
发展  六、公法意识与公法的建设    （一）公法意识与公法建设的关系    （二）宪法意识与宪法权威的
树立    （三）权利意识与法治理念的形成    （四）社会转型与公法意识的特点第三章 从协调走向制约
：国家权力横向关系的发展  一、中国国家权力横向关系概览  二、人大内部构造及其权力的变迁    （
一）一院制下常设委员会的形成    （二）常委会立法的日渐扩大    （三）常委会立法控制力日臻发达   
（四）常委会立法界限渐趋模糊  三、全国人大与国家主席关系的平稳发展    （一）双方关系的无从谈
起    （二）国家主席恢复建制    （三）国家元首的逐渐承认  四、人大之于行政机关的复权    （一）行
政组织法律保留的有限奠基    （二）行政行为法律保留的逐步确立    （三）人大监督的制度化发展    
（四）行政官员代表化的式微    （五）人大立法职能的逐步彰显  五、人大与司法机关关系的亦明亦暗
   （一）人大监督的日渐加强    （二）司法权限的逐步扩张    （三）司法审查的出现  六、行政机关与
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变迁    （一）三十年不变的协调    （二）法院对行政机关监督的加强    （三）检
察院对行政机关监督的缩水    （四）行政外围管理司法的长期不变  七、军事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关系
的发展    （一）军队领导体制的沿革    （二）人大制度下国家军委体制的确立    （三）国家军委与国
防部的分工协作  八、国家权力横向关系的走向    （一）国家权力横向关系的全貌及其问题    （二）发
展趋势：法治化的多元合作与制约第四章 收放之间的徘徊：国家权力纵向关系的变迁  一、行政集权
松动：地方分权的萌芽和生长    （一）分权初见：地方立法权的获得    （二）分权的深化：地方立法
权和财权的扩张    （三）分中之分：从“地市合并”到“强县扩权”  二、中央的统一领导与规范化努
力    （一）立法权的集中：中央专属立法事项的范围    （二）对物的控制权，中央对资源的所有权和
宏观调控权    （三）对人事的影响力：中央对地方行政建制和人事的监督    （四）整顿与规范：中央
对地方权力的直接限缩    （五）转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对地方改革试点的核准    （六）多管齐
下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和督察员制度  三、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的发展    （二）高度自治：特别行政区的形成和发展    （三）基层民主自治：群众性自治制度的发
展  四、我国国家权力纵向关系的走向    （一）影响我国国家权力纵向关系的主要因素    （二）国家权
力纵向关系存在的弊端    （三）国家权力纵向关系的未来结语：三十年来中国公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一、中国公法发展中的基本经验    （一）努力与政治背景相契合    （二）寻求与社会发展的同步变革   
（三）围绕人的主体性与尊严而展开    （四）渐进式改革，“个案先导、四力合一”式发展    （五）
努力寻求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  二、中国公法发展中的基本教训    （一）公法精神与社会现实的脱节
   （二）公法制度与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    （三）西方与非西方经验的“畸轻畸重”    （四）公法制度
与社会文化的不协调附录：中国公法三十年大事记（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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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解额递增包干”法，即以1987年上解中央的收入为基数，每年按一定比例递增上交，实行
这个办法的有两个地区，即：广东省和湖南省。
“定额上解”法，即按原来核实收支基数，收大于支的部分，确定固定的上解数额，实行这个办法的
有3个地区，即：上海市、山东省和黑龙江省。
“定额补助”法，即按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实行固定数额补助。
实行这种办法的有16个地区，即：吉林省、江西省、甘肃省、陕西省、福建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
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和海南省
。
湖北省、四川省划出武汉、重庆两市后，由上解省变为补助省，其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分别由武汉
市、重庆市从其收入中上交本省一部分，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补助。
自1980年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打破了统收统支的格局，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
进和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
但是，财政包干制制约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削弱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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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法的制度变迁》旨在以信史为基础展开探究，故而尽量采用翔实的第一手文献，而未能过多地引
用前人研究的成果。
《公法的制度变迁》以宪法和法律文本、草案说明、讨论记录、报告、判决书、重要文件、重要文选
、统计数据等为基本素材，力图对三十年公法的发展展开实证性的描述与理论评述。
书中展示了公法制度在过去三十年变革的基本状况，揭示了公法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找寻促进或
阻碍公法发展的因素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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