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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对取得的成绩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进
行一次“盘点”，我们于2007年7～9月对四川省部分县、市农村法制状况做了一项实地调查，本书写
作的素材便主要源于此次调查。调查完成后，我们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和
共青团四川省委的重视与奖励，并被共青团四川省委立项为重点课题。同时，本课题也获得了国家社
科基金“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问题研究”(06XFX009)的资助。我们深感此课题的重要和肩负
的责任之重大，于是不想将该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做一份调研报告的层次，而是以加倍的努力继续
探索，终成此书。尽管蓦然回首之际，我们常有汗漫之感，也权当自己在以某种方式回应社会各界的
重视与信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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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应型社会中农村利益平衡法律机制的重构》写作的素材主要源于此次调查，调查完成后，我们撰
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和共青团四川省委的重视与奖励，并被共青团四川省委
立项为重点课题。同时，本课题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问题研究”的
资助。我们深感此课题的重要和肩负的责任之重大，于是不想将该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做一份调研
报告的层次，而是以加倍的努力继续探索，终成此书。尽管蓦然回首之际，我们常有汗漫之感，也权
当自己在以某种方式回应社会各界的重视与信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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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自治型法是为了补救压制型法的正统性不足而产生，回应型法的生长动力源
于自治型法僵化的规则中心主义和略显保守的司法方式，尽管回应型法对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回应，将
会影响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但其倡导的“真正的社会科学的态度应把法律经验看做可变的和
场合性的”是值得肯认的，毕竟法律以社会为基础，不能为了形式的稳定和完整而无视社会的需求，
不能使法律徒具形式的正义，缺乏对实质正义的关注。但是，回应型法是一种不确定的理想，其实现
是需要条件的，且无法对所有因素和利益诉求都予以回应。因此，法律回应社会必须树立一个目的。
一方面，回应型法强调目的的重要性就是提供一个批判既有规则的标准，从而确定是否开放法律系统
，将其重新纳入社会系统之中。因此，目的在法律发展中承担着否定性权威的功能。另一方面，回应
型法的目的因引入了文明的承诺而避免了向压制型法的退却。因此，当下法律回应社会的目的就是为
了达致社会各方利益的平衡。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通过法律来进行治理并且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
一种方式。法律与社会是一种互动关系，法律必须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回应社会的现实冲突，通过
构建社会利益平衡机制来实现社会秩序，并且这种社会秩序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回应范式包括政府回
应、社会回应与共同回应三种基本形态或类型。社会回应是指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公众依据社会和自身
双向价值准则对公共政策及公众之间利益诉求的响应和实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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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凝练着深情与期盼中落笔了，但是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怀揣着忐忑与惶惑。因为我们担心自己可
能用学者的“偏见”裁剪了社会的需求，更担心自己的短视遮蔽了学人的眼线。正如德国的伯恩魏德
士喟叹的那一句：“学术研究通常以现有理论的崩溃为起点⋯⋯任何理论只是解决方案的建议，是迈
向真理的一步，因此同样总是可能的错误的最新状态。”本书充其量只算是我们对新农村建设中还需
要思考的一些问题所做的探索的一个开始。因为其中的很多结论虽然是从调查的数据中产生的，但是
未必一定能接受一套普适性系统的检验，也未必符合一套规范话语的要求。所以，新农村建设中的利
益和法律问题亟需各界和同仁的关注与深度研究。我们坚信这项努力是值得的，同时也是能够得到我
国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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