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之治与道德之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律之治与道德之治>>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2915

10位ISBN编号：7562032912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启富，刘金国　主编

页数：3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之治与道德之治>>

前言

本书是一项我国部级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
2001年12月，我们获准承担“司法部2001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重点课题”：《
法治与德治：形式法治观的局限与克服》（01SFBl018）。
2002年11月，课题通过中期检查。
2004年12月，出于各方面原因，课题被迫延期。
2006年1月，课题全部完成，获准结项。
同年6月，课题通过专家鉴定。
次月，按照司法部的通知和专家意见的要求，对课题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至此，获准出版。
几年来，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集会、争论、写作、校雠，一次次，一幕幕，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同时，我们也切身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关怀、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真诚地感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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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和“德治”这个题目，不是单选题，而是多选题，究其实质，是要求我们对它们之间的关系
做出分析，绝不是利用其中一个，来反对或排斥另一个，这类简单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计论“法治”和“道德”问题（方略问题），必然涉及到“法律”和“道德”问题（铁序问题）
。
某种程度上，在方略问题上有所倚重，就是在秩序问题上有所倚重。
而把方略问题转化为、更准确来说是归结为铁序问题，实际上是把前者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但是，通过铁序问题来深化方略问题，还不是全部，这中间，还存在法治观问题（观念问题），
最后重的是“形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可以说，观念问题是方略问题、进而也是秩序问题的最
富活力的部分之一，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阴力之一。
所以最终还得落实到“形式法治观”的对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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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哈耶克法治理论最大的特征是自由主义，如果说下文拉兹的贡献是在形式法治方面捍卫了英国自由主
义法治的传统，那么哈耶克的贡献是在实质法治方面捍卫了英国自由主义法治的传统。
哈耶克将法治也称为“自由的统治”或“法律下的自由”，哈耶克从对普通法世界的法治样式和欧洲
大陆法治样式，尤其是德国法治国的研究中得出，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
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及《自由秩序原理》等著述中，一再强调自由是指个人不受强制、不受他人专
断权力控制的状态。
在一个自由法律秩序中，法治与自由相互包容、互为基础和条件，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而言，都是必然
的、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
所以，自由成了哈耶克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
由于法治与自由不可分割，哈耶克提出了现代社会法治衰微的问题。
哈耶克认为，法治的衰微始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表现尤甚。
人们根据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的教训，认为法治下的国家“无自由”。
在英国，背离法治的实践早于理论。
早在1915年戴雪就指出：“在过去的30年中，自古便受到尊奉的法治，在英国经历了明显的衰败。
”[1]现代英国出现了大量毫无限制的行政权力，这些权力可以支配公民私人生活和私有财产，“新的
社会立法和经济立法都赋予了行政机构以日益增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只是偶尔提供救济措施，即使规
定了某种救济方式，也存在着极大的缺陷⋯⋯”[2]哈耶克作为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反对法律
实证主义对政府权力的放纵，反对自上而下的理性建构，力倡自发秩序，认为只有这种秩序才能最大
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集体主义或“福利国家”措施会导致集权和专断，宣扬“社会正义”和
走向“福利国家”，无疑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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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之治与道德之治》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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