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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作者攻读博士学们的研究成果，也是他经过几年的探索，在程序法学研究上取得的又一学术收
获。
该书第一次明确将法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问题，引向一个新的探索角度——程序化。
相对于目前普遍进行的程序正义或程序法的研究，这个角度具有了更加明晰的战略意义，也更概括地
提出并归纳了程序法构建的基本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体系框架等。
该书的出版对于丰富有关法治和法治国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深化法治理论、填补学术研究空档
、构建程序法治理论框架及其基础学说，促进法治国家理论的科学化，具有积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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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确定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治国方略的时代
性转换。
法治国家的提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为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而当前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偏失，就是对法治的程序化注意的不够，造成了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迟
滞。
为此，提出和开展法治程序化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心问题。
这也就是本书的研究主题。
    本书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的深入，在不同历史背景中关于法治的思
想认识和探索轨迹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
的发展和实践。
并在概念上将我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界定为：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之上的，由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确立宪法、法律为最高权威、实施权力分工和权力制约的政治构成形式和国家
政治等各方面生活有序化实现的过程。
    随后，本书在理论逻辑的意义上将法治问题从一个整体的理性目标，一分为二，分解为实体和程序
两大构成要素。
    本书把法治的实体性意义界定为法治或法治国家的理论构造或法治制度设计中用来规定那些具有目
的性或目标性的法治理论描述和制度建设的指标或政治期待。
    法治的程序意义是针对法治实现的过程而言的。
它是法治问题中那些能否把社会现实和法治目的追求或目标期待之间的空档联系起来的理论和制度问
题。
因而法治的程序意义具有明显的过程属性。
实体和程序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和不对应的可能性，决定了我们对法治问题的评估既不可只看实体的“
德性”是否高雅？
也不可只看程序过程的“品质”是否正当？
而必须将他们统一起来一并考察和关注、一并设置和建筑、一并纳入法治理论关注的视野。
法治化是人类历史实践的必然选择，法治化的本质是法治的程序化，法治的程序化是法治得以存在和
生长的生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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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法治的相关认识  二、我国政治领导
人视野中的法治  三、西方法治思想的追溯第二章  建设法治国家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
目标和必然选择  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  二、现代法治概念的歧义和我国法治、法治
国家的本质  三、法治和法治国家  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建设之路的选择第三章  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二元价值体系——实体和程序  一、法治的实体意义方面的特征和价值  二、法治的程序意义—
—法治的实现过程  三、法治的程序化第四章  程序化法治的基本涵义和特征  一、程序化法治的一般界
定  二、程序化法治的品格第五章  程序化法治的应然坐标体系分析  一、理想的法治——全面程序化的
法治状态  二、规则体系和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法治坐标体系的“骨骼经脉”  三、静态机制和动
态运行结合——法治的“生命”状态第六章  程序化法治生态基础和环境  一、程序化法治生态环境的
考察  二、程序化法治的重要环境要素——程序法治文化  三、程序化法治的重要环境要素——政治和
经济　⋯⋯第七章  程序化法治自然的历史进程——低级到高级、动态和渐进的发展第八章  我国社会
主义程序化法治实现的问题、困难及根源第九章  实现程序化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若干建议结语：推
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早日实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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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治的程序意义——法治的实现过程法治的实体意义使得法治因为人们的目的性或目标性，承载
了人们厚重的政治和社会期待，具有了载满崇高理想的“彼岸”。
对此，无论如何描述，都不会超过它所意味着的美好境界。
但是，当我们现在就把社会现实当作逻辑上的出发地，如何到达那个理论家们所描述的“美好”和“
理想”的法治境界，便成为理论家或政治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法治的实现在于法律秩序的生成，而法律秩序的生成，需要生活于这一法律制度之中的每一个个体对
于法律本身的信赖、信仰、忠诚，以及具备和这种信赖相匹配的制度设置和法律问题的操作流程。
2.决策形成阶段在决策形成阶段，秘书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参谋辅助。
（1）可进行创新思维，设计新的方案供决策者选择。
（2）可综合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系统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3）可按领导意图开展专家咨询活动，并将专家意见、建议吸纳到有关决策方案中去。
（4）可带着各套初选方案到有关部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并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修改。
（5）对重大决策的初定方案，秘书往往还应伴随领导，到基层进行小规模试验，蹲点探索，取得成
功经验后，再由点到面地进行推广。
（6）对各种供选择的方案进行一一对应的比较，比较其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比较其风险值与效益
值，比较其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等。
3.决策实施阶段决策必须通过有效的实施，才能使设想变成现实。
1）决策目标无法实现的因素（1）认识一卜的误差。
由于学识和阅历上存在差异，执行者对领导者所做的决策在认知上存在差异，执行中出现偏差，因而
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2）意识上的差异。
方案的执行有可能损害执行者自身的既得利益，因此，执行者恶意曲解执行目标或有选择地执行，对
决策指令或各取所需，或消极抵触，或拖延执行，因此，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3）方案本身的误差。
由于对信息掌握不全，情况不明的决策方案本身不完善，执行结果肯定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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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程序化法治》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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