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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宪政民主的诟病几乎同战争一样贯穿了整个20世纪。
时至今日，认为民主无法逃脱“歧视性”命运的人仍不在少数。
而本书可看做近年来为解决“歧视性民主”问题的重大理论尝试。
    本书在理论构建上适时引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和海萨尼的“不确定性”两个技术元素。
前者消除了制定政治正义原则时，为己谋私的利益博弈格局；后者则消除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利
益不对称。
本书认为，普遍性原则应该成为立宪的根本原则，唯有在宪政层面上贯彻这一原则，才能避免多数人
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剥夺少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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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普遍性原则、法律与政治社会科学分析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内部关
系。
这种涵盖宽泛的定义具体表现为经济、法律、政治及社会的相互作用。
在一般的市场交换中，个人同时既是需求者也是供给者，既是买方也是卖方。
在社会安排中，个人可能同时担当着两种角色：关爱的提供者和接受者、施爱者和被爱者、馈赠者和
被馈赠者。
相比照而言，在法律和政治中，这种对应关系就不一定存在。
个人服从于法律，但是他可能（或不可能）成为制定、修改和执行法律的有组织实体的成员或参与者
。
在财务政治中，个人服从于强制性征税并享受政府项目所带来的非排他性的适当好处，但他可能（或
不可能）成为进行基本政治选择集团的成员、选举人抑或参与者。
在这两种情况的任意一种之中，个人只是程序的服从者而不是参与者。
人的行为特征就是做出回应而不是接受明确回报。
本书中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完全锁定在那些在某种最终参与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民主”的社会秩序的结
构上。
我们无意分析个人与形式上存在的法律的制定者和政治权力的执行者之间的关系。
批评人士或许会建议说：习俗和传统的权威，尤其是在法律上，将任何国民都置于这样一种地位，即
其在性质上无异于处在现实的强制规则之下。
但是，个人作为一个持续过程的参与者，也在构建规则本身上扮演着某种角色。
不存在将人们划分为两类永久界定明确的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基础。
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无论参与程度如何，个人总是保持着对法律和政治控制的服从。
即便如此，从进入决策结构的潜在参与途径的角度所界定的“民主”，仍然在分类上有别于“非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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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认为，普遍性原则应该成为立宪的根本原则，唯有在
宪政层面上贯彻这一原则，才能避免多数人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剥夺少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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