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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推出“公法时代丛书”，并非基于倾向“强化公权力并弱化私权利”，而是基于一种共识：
“21世纪，是公法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里，公权力比私权利更需得到法的规制。
”　　虽然公法与私法本身的概念仍会让我们争论几百年，但划分其“界河”的工作与理论几乎可以
往前推算近2000年。
自古罗马的D.乌尔比安（I）omitiusUlpian，约公元170-228年）以来，公、私法的划分几经沉浮，到近
代终于成为欧陆法制的原则和法学研究的前提。
即使以普通法为传统的英美法系，甚至一度与西方法制决裂的苏联东欧各国，在当代也无力抗拒公、
私法的划分。
　　列宁曾经说过：“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列宁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便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7页）这
种对“公法”过分的好感，我们又慑于接受。
公法就是公法，私法就是私法；不能因公法否定私法，也不能相反。
规范与约束国家公权力行为者为公法；引导市民善待自己人身权与财产权者为私法。
没有善良的公法规则，任何私权可能会消失殆尽。
　　以公法为研究对象者称为公法学。
公法学实与一国法治文明唇齿相依。
J.布丹（JeanBodin，公元1530-1596年）以《国家论六卷》首开近代公法学先河，经拿破仑法典编纂，
法国确立了公、私法划分，率先进入法治国家行列。
德国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无足轻重，公法学也姗姗来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公法学名家鹊起
，臻于繁盛，德国遂能忝列法治强国之列。
而德国纳粹政权、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以及拉美极权政府全盘否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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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中国第一部法律适用学方面的理论专著!    法律适用系指国家机关将法律应用于具体事项而作出法
律裁决的行为与过程。
本书第一次将“法律适用”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来加以构建与探讨。
全书设25章，分别阐述与探索了有关法律适用及法律适用学，法律分类、法律部门、法律渊源、法律
条文、法律规范、法律效力和法律位阶等基本原理，法律适用的基本方法，法律冲突与协调规则，对
法律适用错误的认定及后果的法律救济等。
    本书可成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工作人员执行与适用法律的参考书籍，也可作为大学
生学习法律的辅助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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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淼，男，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浙江大学副校长，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
1957年11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市。
1989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人民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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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7年来，共出版《行政法学》、《比较行政法》、《论公法原则》等著作80余部（含合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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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法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东亚行政法研究会理事，“五五”普法
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中国法制日报社法学专家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咨询专家，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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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法律适用具有主观性法律适用不仅只是将法律概念套到生活中去，而且需要法律适用者在法律
适用中作出评价。
①根据传统的观点，法律适用与法律创制不同，法律创制是必须对互相冲突的价值作出决断，而法律
适用只是严格地执行在法律创制阶段已经发生的价值决断。
这种传统立场认为法律适用者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不能对法律进行有法律效果的评判。
诚然，这种传统的创制与适用的二分法基本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属性，但仍然存在大量的例外。
实际上，法律适用的过程与法律创制过程根本无法截然分离，法律适用主体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法
律进行评价并且在可能的法律效果中选择已经成为法律适用的特点。
正如凯尔森所言，一般而言法律适用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律创造的过程。
②3.法律适用具有法定性法律适用的法定性是由法律适用的强制性与主观性决定的。
既然法律适用的结论具有强制性并且还必然蕴含了法律适用主体的主观价值评价，那么法律适用就是
一种国家权力活动。
根据法治的最一般要求，任何的国家权力活动都必须处于法律的统治之下，其运行的全过程就必须依
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这就是法律适用法定性的理论根源。
　　4.法律适用具有程序性　　所谓程序性，是指法律适用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以特定的方式
完成。
法律适用的进行不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也不是不择手段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这种程序性是法律适用法定性的要求，也是法律适用强制性和主观性不被滥用的保障。
在现代法治社会，程序正义已经不是实体正义的点缀。
程序的内在价值不是依赖于程序结果的，它是与直接成本相对应的受益。
它们是独立于程序结果之外的，“来自程序本身的、使人感到满意的东西”③。
法律适用的程序性决定了法律适用必须讲求效率，因为这不是一个可以任意延长的过程。
在有限的时空内追求最接近正义的判断，使得法律适用的过程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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