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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规律属性认识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涉及人们的社会实践方式、社会发展成本和社会
目标取向的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
本书采用证伪研究方法，从自然规律、规律、社会规律认识过程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明社会规
律属性主要表现为：社会规律产生过程决定了其规律现象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规律的载体是各
种社会机制，社会规律运动中的参与主体决定了其规律活动过程的相似重复性及规律运动结果的概率
趋势性。
本书在对社会规律属性认识过程中，试图突破思辨研究方法的局限，引入行政问责这个社会现象和经
验研究方法，通过对行政问责规律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的归纳，根据2003～2009年中国行政问责实践
中的195个问责事件所显示的内容分析结果，以行政问责实现机制与问责效果之间的趋势性关系，对社
会规律属性特征予以检验，同时。
也分析了在中国进行行政问责构建的路径选择及影响因素。
论证正确认识社会规律属性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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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构成情况统计(2009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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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以上认识，笔者建立了以下推理路径：社会规律的属性和作用，是我们对行政问责规律内
涵和作用判断的依据；当我们建立了对社会规律属性的正确认识后，我们可以据此判断西方国家实践
的行政问责规律是否成立；当我们确认了行政问责规律后，我们即验证了问责机制与问责效果的内在
本质联系关系。
至此，如果我们能对中国的特殊性问责机制与问责效果之间的关系作出经验归纳，我们即可以判断中
国所建立的特殊性问责机制的可行性方向。
如果这种特殊机制产生了更好的效果实现，则证明了西方国家现有的问责机制的缺失，行政问责规律
内涵将得到完善和提升；如果这种特殊机制产生了效果缺失，则证明了我们违背社会规律所要付出的
代价。
围绕以上认识过程和研究任务，本书所包含的研究逻辑结构、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点。
（1）确认社会规律属性，作为认识的逻辑起点。
根据概念的属种关系和人类社会对规律现象的认识过程，即对“自然规律现象事实”观察认识一产生
“自然规律”概念内涵-归纳抽象“规律”内涵-认识“社会规律”属性。
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对社会规律属性的认识中，存在着逻辑推理错误，其认识过程是，首先完成对自
然规律属性的认识，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规律的内涵，再由规律的内涵去界定社会规律的属性。
这样的认识过程表面上符合逻辑的“种概念必然具有属概念的内涵”要求，但实质上是将社会规律当
做自然规律的种概念。
至此，社会规律决定论产生的逻辑源头就有了归宿，而且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
自然规律、规律、社会规律认识过程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显示社会规律决定论是一种存在问题的
假设。
检验理论上的假设是否为真，证伪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为此，笔者采用证伪研究方法，以现有的规律内涵，通过对比分析，证明它们在社会规律现象上不能
成立，也就证明社会规律决定论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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