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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渐由经济领域向政府领域的纵深推进，法治政府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凸现，不
仅成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科学者所关注的热点理论问题，而且成为政治改革者所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
2003年起，我作为首席专家，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
宪政研究（03JZD004），汪波博士作为主要成员，承担子课题的研究，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浙江社会科学》、《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等核心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
之后，作者持续地进行跟踪调研与后续研究，在案例与实践基础上，思考与研究世界范围内法治政府
变迁的内在逻辑，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术思想，并以专著形式将其展现，求教于大家。
　　专著任务明确，开门见山，直接以两个问题为导向：一是“为什么”，二是“如何”，并自然形
成上下两部分。
第一编聚焦于“为什么”，该篇对世界法治进程比较，目的在于求解法治政府演进的基本逻辑。
第二编聚焦于“如何”，在参照世界政治文明共性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政
府体系。
这有别于理论导向或概念导向的结构布局，并对研究者提出较高的要求，因为必须要对这两个问题进
行系统深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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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较侧重于法治原则与理念探讨，该专著借鉴与汲取了已有规范研究成果，
但更倾向于从实证的经验视角，来研究世界法治演进的经验与得失，挖掘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逻辑，
并在中外历史实践中加以检验。
例如，作者对世界范围内的各国法治变迁过程进行绩效比较，发现“法治先行于民主”的体制演进模
式，在绩效上优于“民主先行于法治”的体制演进模式。
    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书提出理论框架“初始制度约束一政治理性人～法治制度变迁”
的三元互动结构，这一理论框架以“政治理性人”为人性假设，形成三个层次有机联系与互动的理论
体系。
这一理论框架尝试为法治研究提供了现实意义层面的视角。
通过中西比较，提出：尽管中西方政治制度结构与理念相差甚大，但无论是西方政治制度演进史还是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皆显示着共性逻辑，制度与秩序形成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政治理性人，
在公共生活中通过反复博弈而形成的历史演进与进化过程。
法治政府建设“时滞”长短取决于公共选择中多方力量对比。
不论政府体制还是法律制度（政府体制的法律刚性表达），犹如市场交换中的价格信号，是经济一社
会结构中多元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外在均衡浮标。
分析视角独特，观点颇具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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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波，男，籍贯江苏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管理学硕士。
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兼任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
教学与研究方向为比较政府制度、地方政府治理。
先后在《中国行政管理》、《人民大学学报》、《管理世界》、《浙江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近40篇，多篇获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多篇获奖。
已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合著多部。
专著《利益共容体、比较制度优势与制度变迁》获得全国首届管理科学优秀项目奖。
独立主持“民政部加强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理论研究”课题，结项成果被民政部评审委员会评为“优秀
奖”。
参与国家与省部级课题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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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公共利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的双重。
激励。
公共利益首先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在需求，当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市民社会为
满足公共生活的公共需求，通过契约形式或其他形式建立和委托公共组织（国家与政府）来实现公共
利益，通过权力运作满足社会公共物质生活需求。
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
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在非常
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
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
都可以看到。
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由此可见，一方面，公共权力机构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公共职能的内在需要，人类社会公共
职能的实现必然要求建立公共权力机构，通过一系列委托代理机制与监督机制使公共权力实现社会所
预期的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人的精神需求形成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动力，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需求、荣誉感会促使
政治理性人为实现公共利益实施公共行为，从而获取与实现人生价值。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论解释了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间的关系，需要产生动机，
动机引发人的行为，这些需要和动机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按照各种需要的重要性程度和由低到高的
发展顺序排列的，分成由低级到高级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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