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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现代政治制度文明的重大发展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以法治保障人权、
限制民主、制约政府权力，这就是宪政。
宪政就是民主、法治、人权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政府。
有了民主，人民可以平安，并选择自己喜欢的政府，迫使政府以人民利益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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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定剑（1956年-2010年）
    创办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分别担任执行主任和所长
；兼任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等。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二局副局长。
2002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2008年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代表处聘为“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选举首席顾问。

    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瑞典隆德
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学术机构访问讲学。

    个人专著或文集：《国家监督制度》、《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
设的历程》、《黑白圆方》、《宪法精解》、《一个人大研究者的探索》、《夜阑烛火集》、《民主
是一种现代生活》、《论道宪法》（待出）。

    主编或参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与案例报告》、《国外议会及其
立法程序》、《国外公众参与立法》、《中国就业歧视现状及反歧视对策》、《海外反就业歧视制度
与实践、《中国走向法治30年、《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
》、《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宪政讲堂》、《社会转型中的热点论坛》、《反就业歧
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法制现代化与宪政》、《走向宪政》。

    主持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荷法治合作项目“就业歧视调查与反歧视对策研究”，欧盟项目“中欧
公众参与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与耶鲁法学院合作项目“公共预算制度改革研究”。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中国改革》、《南方周末》
等报刊发表论文两百余篇。
作为多家报刊的专栏作者，他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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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为宪政鼓与呼——《走向宪政》序    郭道晖  李步云何以宪政?——编者的话    蔡定剑  王占阳中国宪政
前景篇　蔡定剑：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失去自我　  二、寻找自我：儒家文
化、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　  三、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与国际责任　李步云：中国宪政之路　  一
、什么是宪政　  二、民主　  三、法治　  四、人权　  五、发展前景　郭道晖：当今中国宪政运动思
潮述评　  一、纷然杂陈的各种“主义”　  二、推促宪政的策略处方　  三、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　吴
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　  ——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理论　  一、导言：一个该问而没有问的
问题　  二、背景：三只葫芦一根藤　  三、论战：一场非官方发动的思想“围剿”　  四、新权威主义
是一种政治改革理论而非政治模式理论　  五、新权威政体的替代型合法性　  六、进一步改革：从“
同质分权”到“异质分权”　秦晖：中国的宪政前景问题　  ——对政府限权问责，渐进实现权责对
应　  一、当代中国的左派与右派　  二、“福利国家”与“官僚资本”　  三、“超越”?“折衷”?还
是“共同底线”?　  四、低人权、高竞争力的发展模式　  五、没有“三农”问题，只有“一农”问题
　  六、所谓中产阶级问题　  七、宪政民主的渐进实现　  八、关于第三部门与公民社会　  九、历史
与政治关怀中国宪政道路篇　于建嵘：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　  ——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
框架　  一、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稳定状况　  二、刚性稳定的基本特征　  三、建构韧性稳定的基本途径
　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王占阳：论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的特殊性　　引论：中国是
世界宪政制度创建期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国家　  一、超大型国家必须通过建构初级宪政政体才能最终
建成现代宪政政体　  二、超大型国家必须通过宪政改革才能建成现代究政政体　  三、超大型国家必
须通过双轨制才能过渡到现代宪政政体　　⋯⋯民主法治人权篇会议纪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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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发达国家的社会价值体系是两个层面：一是自由、平等、正义、民主、法治、人权等政治信
念；二是以基督教形式存在和传播的宗教道德价值。
而两个价值体系分别维系政治社会秩序和公民社会秩序。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长期以来对这两个层面的价值都采取抵制态度。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只限于学习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和技术。
而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大众追逐的就只有被误解了的对西方物质和享乐的崇拜，时尚名牌商品和奢
华生活方式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传统文化具有官学和国教的双重属性，属于国家意识形态。
它形成了那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天子之礼”和“君子之道”。
它使君臣和百姓都有一个明确的自身定位和责任担当，从而形成那个时代的正常法制秩序或者道德秩
序。
由于儒学过分强调君臣、家长秩序，以礼教束缚个人权利和自由。
所以在中国近代反封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儒家文化被首当其冲地当作封建文化被批判。
近代中国一些最著名的大学者都认为，儒家文化与先进的西方民主法治文明相冲突，要民主科学，必
先反孔子。
所以在五四运动时，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是强烈地反儒家文化，“打
倒孔家店”就是当时的启蒙革新口号。
中国在摧毁几千年封建统治时，也摧毁了二千多年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的儒家文化。
但是，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当然不可能建立起与民主制相应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由、平等、正义
、法治、民主、人权等价值观。
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处于战乱，是不可能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
当代中国，儒家价值观又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激烈批判而名声扫地。
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建立以被严重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理想的政治价值信念，并建立了一套与此相
适应的共产主义道德价值观。
在政治层面，“文革”后人们对毛泽东建立的理想主义的政治信念产生了怀疑，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中又进一步使执政者失去了自我。
因为市场经济理论很多是与过去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相悖的。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仍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社会主义的含义却模糊不清。
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更令人怀疑，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政治理论和目标
，1958年预见已经快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到1980年代又改为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家实际上已经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更没有让人民接受的足够明确的基本政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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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宪政》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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