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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5年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国内关于软法比较系统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
五年以来，我们先后出版了《软法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协商民主》两本论文集，在报纸杂志上发
表了一系列文章，举办了三期博士生软法专题研讨班，还召开了“软法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协商
民主”、“软法的挑战”、“软法与裁量基准”、“从软法的角度审视司法裁量的法律规制”等学术
研讨会。
软法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界同行的注意，不少学者纷纷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软法。
研究软法的学术成果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
在软法的研究和讨论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即公共治理中不研究软法行不
行？
公共治理仅依靠软法行不行？
这两个问题涉及软法的必要性及软法的定位等软法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可以说，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认
识和回答，反映了一个学者的“软法观”。
对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现代社会公共治理中，软法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象，要实现公共
治理的法治化和“善治”目标，不能不研究软法；另一方面，公共治理也不能仅依靠软法不依靠硬法
，宪法之下的软硬法混合模式才是公共治理的恰当模式。
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离不开软法。
传统上，我们所讲的法治主要是硬法之治，即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依照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则
之治。
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就会发现，在公共治理领域全面实施这种“依靠国家强制力
保障实施”的硬法之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还不合理。
首先，全面彻底的硬法之治不可能。
对于法（硬法）的局限性，传统法理学已有深刻的认识，法的有限性和社会生活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
，法的僵硬性和社会生活的变动性之间的张力，立法技术、立法成本、执法成本的制约等等，都决定
了在公共治理领域全面彻底实行硬法之治的不可能。
由于硬法的固有缺陷，硬法之治必然会在社会诸多领域留下治理无力和规则空白。
自2005年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国内关于软法比较系统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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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一系列文章，举办了三期博士生软法专题研讨班，还召开了“软法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协商
民主”、“软法的挑战”、“软法与裁量基准”、“从软法的角度审视司法裁量的法律规制”等学术
研讨会。
软法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界同行的注意，不少学者纷纷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软法。
研究软法的学术成果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
在软法的研究和讨论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即公共治理中不研究软法行不
行？
公共治理仅依靠软法行不行？
这两个问题涉及软法的必要性及软法的定位等软法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可以说，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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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我们所讲的法治主要是硬法之治，即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依照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则
之治。
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就会发现，在公共治理领域全面实施这种“依靠国家强制力
保障实施”的硬法之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还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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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全面彻底的硬法之治不可能。
对于法（硬法）的局限性，传统法理学已有深刻的认识，法的有限性和社会生活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
，法的僵硬性和社会生活的变动性之间的张力，立法技术、立法成本、执法成本的制约等等，都决定
了在公共治理领域全面彻底实行硬法之治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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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05年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国内关于软法比较系统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
五年以来，我们先后出版了《软法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协商民主》两本论文集，在报纸杂志上发
表了一系列文章，举办了三期博士生软法专题研讨班，还召开了“软法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协商
民主”、“软法的挑战”、“软法与裁量基准”、“从软法的角度审视司法裁量的法律规制”等学术
研讨会。
软法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界同行的注意，不少学者纷纷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软法。
研究软法的学术成果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
    在软法的研究和讨论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即公共治理中不研究软法行
不行？
公共治理仅依靠软法行不行？
这两个问题涉及软法的必要性及软法的定位等软法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可以说，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认
识和回答，反映了一个学者的“软法观”。
对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现代社会公共治理中，软法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象，要实现公共
治理的法治化和“善治”目标，不能不研究软法；另一方面，公共治理也不能仅依靠软法不依靠硬法
，宪法之下的软硬法混合模式才是公共治理的恰当模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软法的理论与实践>>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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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软法在权力控制中的必要性分析　　三、软法在权力控制中的有效性分析　软法的道德维度
　　——兼论道德软法化　　引言　　一、软法与道德：概念厘清　　二、道德软法化：机理缘由与
现实表征　　三、道德软法化：界限与尺度　　结语 实践篇　直面软法　　什么是法？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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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种公法关系都需要法律的调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公法的供给严重不足，无法对各种权力现象和
权力关系进行有效的规范和控制，很多权力运作的领域无法可依。
因此只有通过发挥软法的作用，发展软法来补充硬法的空白，实现软法的调整和规范。
第二，软法的变动性更能适应现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弥补硬法僵化性的不足。
面对千变万化的客观环境，硬法规范无所适从，一方面存在许多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无法可依的情
况（硬法，国家制定的法）大量存在，另一方面一些较低层级法律规范性变化频繁、稳定性较低，有
损害法律权威。
尤其在中国的公法领域，由于现阶段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的转型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关系，都
迫切需要法律规范和调整，但是硬法供给却严重不足，同时低层级的法律规范（比如行政法领域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变动频繁无从遵守。
硬法的刚性导致的法律僵化以及随着而来的稳定性差的缺陷，可以通过软法来弥补，软法的灵活性、
不断变动性和适应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补充硬法的作用，使公法体系更具弹性、开放性和回应
性，满足社会对法的需求。
第三，硬法在法律调整方式上强制性因素比较大，命令和强制式调整方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
要。
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来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
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的增进公共利益。
治理模式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上，由一元、强制、垄断走向了多元、民主、合作，突破了传统的国
家管理模式下命令——强制管理方式，政府不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民间组织被赋予了一定
的社会公权力，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通过各种组织和个人的参与形成一个合作的网络分担各
种公共事务和责任。
面对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兴起，尤其是权力的分散、权力多元主义和公众参与，传统的公法规范（硬
法）无法作出有效的回应，公法中的软法规范以及随之而来的软治理方式正好回应和适应这种事例方
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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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软法的理论与实践》是软法研究系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软法的理论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