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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力的法治规约：政治文明法治化研究》围绕政治的核心——权力问题，将政治文明置于权力
的范畴进行考量与审视，提出政治文明即是权力文明，而权力文明的出路在于对权力的法治规约。
从政治文明与法治的关系入手，系统研究了政治文明法治化的逻辑起点、战略目标以及立法文明、行
政文明、司法文明、执政文明法治化的基本理论与对策。
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必须实现政治文明的法治化，通过法治的政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发展
的必由之路。
政治文明法治化的关键与奥秘在于权力的法治化以及由此衍生的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和谐，权力与
权利之间的外在互动。
而能理性有效地建构与导引这些关系的当属公法，公法法治是政治文明法治构建的当务之急。
为此，应当理性地构建文明的立法法治、行政法治、司法法治和执政法治制度。
　　《权力的法治规约：政治文明法治化研究》的突出特色在于：一是理论上的两大突破。
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与法治关系的三个基本命题，充分论证了政治文明法治化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同时，立足作者提出的“公法法治论”，论证了政治文明法治化首先是公法法治。
二是制度上的四大创新。
从立法文明、执法文明、司法文明与执政文明的基本要求与实践中的障碍分析入手，充分吸收国内外
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提出了以上述四大具体制度的构建为突破口推进政治文明法治化建设的可行途
径，揭示了立法文明的法治之道、行政文明的法治模式、司法文明的法治构建和执政文明的法治维度
，超越了空泛地讨论政治文明建设和抽象地讨论法治的局限性，使研究更具有战略针对性与现实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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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习根，男，1965年3月生，湖北天门人。
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1983年进入大学学习，先后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入选中国“国家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年被评为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一直致力于人权法与社会发展法治化理论与战略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率先对发展权这一基本人
权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由此获教育部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
多项奖励、并得到联合国的认可。
在《法学研究》等权威或核心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有3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
出版著作18部。
主持或参加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等共计13项。
近年来，先后赴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或讲学，2008年应邀担任联合国发展权特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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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政治文明法治化战略选择的逻辑起点第一节 政治文明法治化战略选择的理论前提一、政治文
明是法治的内核和精髓二、法治是政治文明的载体和形式三、政治法治化是政治文明的要求第二节 政
治文明法治化战略选择的根本出路一、人的实现：政治文明法治化的基本目标二、权力规训：政治文
明法治化的内在奥妙三、公法法治：政治文明法治化的规范依据第三节 政治文明法治化战略选择的目
标定位一、政治文明法治化战略选择目标定位的价值功能二、政治文明法治化战略选择目标定位的理
论基础三、政治文明法治化战略选择目标定位的基本要素第二章 立法文明的法治之道第一节 立法文
明的总体要求一、立法文明的概念描述：理念、制度、行为与秩序二、立法文明的范畴特征：“法治
”与“立法”的紧张与调和三、立法文明的理念定位：法律良善重在统一四、立法文明的基本要求：
以“法律统一”为重心第二节 立法文明的体制障碍一、立法制度不文明的种种表现二、立法制度不文
明的根本症结第三节 立法文明的战略对策一、个案的追问二、规范的创设三、整体的对策第三章 行
政文明的法治方略第一节 行政文明释义一、行政理论的源流二、执行权的文明化三、管理权的文明化
四、行政权的文明化第二节 行政文明法治化的基本历年一、在渊源上，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二
、在主体上，行政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融合三、在价值上，效率行政与公正行政的互动四、在指向上，
集约行政与开放行政的并重五、在方式上，命令行政与宽容行政的一体六、在后果上，责任行政与诚
信行政的一致第三节 行政文明法治化的基本模式一、消极自由与行政规制二、主观公权与行政规制三
、权力分立与行政规制四、公民社会与行政规制第四节 行政文明法治化的制度建构一、行政系统开放
是重构行政法治的前提二、公民参与是重构行政法治的核心要素三、程序理性是行政法治运行的基本
保证第四章 司法文明的法治构建第一节 司法文明的法理解析一、司法文明的理论背景二、司法文明
的含义解析三、司法文明的价值分析第二节 司法理念文明一、司法理念文明的意义探寻二、司法理念
文明的表现形式三、司法理念文明与法律价值冲突四、司法理念文明与法律价值整合五、司法理念文
明与理性司法思维第三节 司法制度文明一、司法制度文明的前提二、司法制度文明的核心三、司法制
度文明的保障第四节 司法器物文明一、司法建筑文明二、法庭场景文明三、司法设施文明第五节 司
法行为文明一、司法裁判文明二、司法作风文明第六节 司法文明的战略选择一、战略目标：社会正义
与社会和谐二、路径选择：法律移植与本土改造三、实施方式：政府推进与自然演进第五章 执政文明
的法治维度第一节 依法执政的法理内涵一、依法执政的基本含义二、依法执政的法律要求三、依法执
政的宪政意义第二节 依法执政的历史根据一、依法执政是早期执政实践理性反思的结晶二、依法执政
是法制建设成功经验的必然升华第三节 依法执政的基本原则一、依法及时有效控制社会关系原则二、
执政权威与人民民主相统一原则三、执政的价值型与规范性一致原则四、党的执政与党的领导相关联
原则五、政党事务与国家事务相区分原则第四节 依法执政的法律制度一、执政党集合民意并启动执政
过程的法律制度二、执政党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法律制度三、执政党自身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的法律制度四、执政党对公共权力实施民主监督的法律制度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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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政治法治化要求实现执政方式的理性化与法治化，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政治法治化就是要实现人民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这就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必须法
律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诸方面
的领导，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实现方式，是将党的主张经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并由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意志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运用法律的方式来加以完成。
所谓国家意志，最重要、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国家的法律。
为什么要将党的主张经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呢？
因为，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的性质、职能、活动方式不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只在党内
有约束力，在党外则没有直接的约束力。
党的主张只有在经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以后，才能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实际过程中发挥更加高
效的作用。
党采用这种领导方式就是在确立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基础上，使党的领导通过将党的主张转化为法律
并为全社会普遍遵守从而得以实现。
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核心。
国家法治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党的领导的法治化，其中的关键在于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依法治国是
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略，这个方略意味着党既然领导人民制定了作为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集
中体现的法律，党就要以身作则地遵守法律，把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纳入到严格执行国家法律的
轨道上来，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也就是说，实现党的领导的法治化，就是把党的领导的职能、目标、内容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化，而且
通过法律制度把党的领导方式、手段、途径固定化。
对依法治国的任何损害，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党的领导的损害。
而且，党对国家法律的尊重，本质上是对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地位的尊重。
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建立在党的宗旨的基础上，建立在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根本目的的
基础上。
如果不施行依法治国方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很难真正得以统一。
显然，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相互关系中，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作主是核心
，依法治国是保障，三者互相依赖，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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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著作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形式。
表面看来，该选题具有一定的应景性与应时性，然而，不容质疑的是，伴随“政治文明”人宪，从法
治视角来研究政治文明已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而非单纯政治社会意义上的永恒主题。
近年来，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相当活跃，为了充分吸纳既有研究成果、避免研究的重复特别是空泛地谈
论这一问题、力图在法律理论与实践上有所创新，我们在切入视角和写作思路两方面进行了反复的探
索和提炼，仅对写作提纲就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每次几乎都是推倒重来。
令人遗憾的是，原有的部分稿件也由此而不得不被废弃。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各章编写者如下（按编写章节顺序）：汪习根：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部
分内容，占红沣、刘诚、马忠泉：第一章部分内容，廖奕：第二章，程关松：第三章，王纳新：第四
章，王明元：第五章部分内容。
此外，夏雨、王雄文、高轩、金筱萍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编写。
占红沣作了大量编辑校对工作，最后由主编统、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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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力的法治规约:政治文明法治化研究》：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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