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13位ISBN编号：9787100033497

10位ISBN编号：7100033497

出版时间：2002-2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马长山

页数：3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内容概要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立足于市民社会理论基点的研究，可以看到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利
与权力良性关系的关注和诉求，构成了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深层历史脉动，而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
根源，也正在于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中的权力与权利的界分、冲突及整合，同时，西方法
治的分殊、趋同及当代走向和东方国家的法治进程，同样深孕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多样而又趋同的辩证
发展进程之中。这表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杂互动发展，展现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涌动与多
样化进程。正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享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的界限。因此，中国要真正走向民主
与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
法治国和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发展，既是普遍利益与特
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是一个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和自
由自主发展的伟大进程，因而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深层的发展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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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作者简介

马长山，男，1964年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县的一个偏僻乡村，十二、三岁时因家境贫寒而辍学，通过打
短工、做小商贩、当“盲流”谋生。4年后，偶看电影《好事多磨》，受到城市“天堂”般生活的强
力诱惑，遂重返校园。因深知天资愚笨，且起点低、起步晚，便发奋寒窗苦读。于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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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书籍目录

导论  一、法学理论的当代使命  二、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与法理学更新  三、中国法治之路的理论构建
及其得失第一章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深层历史脉动  一、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复合
、正义与法治  二、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与法律至上  三、当代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
利流变  四、传统中国“法治”思想中的御用精神第二章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互动发展与近代法治
的生成  一、西欧法治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多元权力土壤中的城市市民社会权利   （二）国家重建
、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与近代法律秩序的生成   （三）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  二、走
向现代法治的分殊与趋同   （一）英国“法的统治”——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   （二）德国“法治国”
——国家优位型法治模式   （三）社会优位型法治与国家优位型法治的趋同  三、西欧的“独特性”与
“东方专制主义”   （一）古希腊古罗马与西欧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独特性”   （二）古中国与“东方
专制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第三章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的矛盾发展：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涌动与多样化进程  二、法治运行的社会基础   （一）法律至上——
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   （二）权利保障——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   （三
）理性规则秩序——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   （四）公民意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
契合的自由理性精神和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  三、当代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异及其法治面临
的挑战和趋向  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内在根据和界限第四章 市民社会型塑与中国法治之
路  一、反思现代性、国家肚会构架与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有效配置  二、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
权威与良法之治   （一）市民社会的多元自主性权利对权力的平衡和制约   （二）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威
与民主法治进程   （三）正义法精神的弘扬与“良法之治”  三、回应与契合：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
性规则秩序   （一）依法治国对社会的回应   （二）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确立   （三）依法治国与
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有机契合  四、公民意识重塑与法治国家合法性参考文献英文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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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编辑推荐

　　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重大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为实践导航的巨大思想解放和理论突破运动
，法学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尽管法学仍需“脱幼”和现代化，但近年来法学理论的重
大创新和进步则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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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精彩短评

1、宁可没读过。
2、内容好，送书快！
3、觉得很有启发
4、马老师的书真的是犀利而实在！
5、内容很好，读后颇为受用
6、2013-3-1
7、费了很大劲才买到这本书，算是绝版的了，不错！
8、 
9、老师推荐阅读的，其实感觉有点硬套，貌似是很明了的事情，用了很多口舌反而阅读得很吃力 = =
10、写得蛮好的。
11、算是国内学者的得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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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精彩书评

1、今天细细读了《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这本书，乍一看觉得书中的用语非常专业，也引用了大
量的论据，初读时感觉艰深而晦涩难懂，然而愈读到最后，便愈发能够理解书中的道理，体会作者苦
心孤诣想要传达的思想。掩卷遐思，我也不禁对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有了一些感悟和体会。在本书
第四章的开篇，作者先讨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架构的问题。他谈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
起源于西方，但其“进步性和趋向则是人类社会的，是人获得政治解放和平等、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虽然在形塑中国市民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仍存在较多争议，但市民社会仍在中国日益
勃兴。通过深入的历史分析，古中国属于典型的“东方社会”国家，没有西欧那种城市市民社会和市
民阶级的发展；但自晚清以来，市民社会也的确在孕育和发展之中（尽管很不成熟）。由于历史的原
因，“中国的市民社会始终处于发展不充分的雏形阶段”，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未能象在西方那样
有效发挥其功能。从这个角度，我开始对中西社会形态差异成因有了一定了解。在我的印象中，西方
社会似乎是一个更加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当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或措施损害到一部分公民的权益时，
我们总会看到或是自发行使或是社会团体组织的抵制措施，愤怒呼声不绝于耳，抗议游行更是家常便
饭。而反观中国，同样的情况下，同样的活动会被认定为非法行为，人们的意见无法被及时采纳或根
本不被理睬，民众的不满情绪只能通过网络媒体宣泄，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日益减弱。书中说道，
“西方的市民社会是先于国家的，国家靠市民社会来扶植；而由特殊历史进程造就的现代中国则正好
相反，政治社会先于市民社会而建立，因此不是由市民社会呼唤和扶植国家，而是由国家呼唤和扶植
市民社会，导致中国市民社会对国家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因此在西方，人们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很
强烈，并试图使政治国家成为世俗化的市民社会的“守夜人”，使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被
分解为人权、公民权和特殊利益；而中国则“一方面缺乏抵御权力的权利意识和主张，另一方面又容
易形成狭隘的地域性和小团体力量，并极易产生‘无政府’意识和蔑视理性规则与程序的‘大民主’
”。然而，难道西方的这种社会形态就一定全是优点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我看来，西方人民捍卫权
利的勇气固然是值得钦佩的，但我们不得不看到，资本主义“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
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特别在资本主义初期，市民社
会不仅成为“经济人”争权夺利的战场，而且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产生了严
重对立。这表明，过度利己主义并导致人和人相分离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并不是政治国家的合理归
宿，并诱发了种种危机。另一方面，在中国，经过国家对部分权力的下放，以及逐渐缩小的政府职能
，也在逐渐恢复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不难发现，当市民社会与国家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并且能
够互相满足权利与义务的诉求时，社会上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结社自由，并且社会团体能够有效行使
权力维护正当权益。我常常在电视、网络上看到欧美一些国家的新闻，他们的社会团体可谓五花八门
，看起来较正统的如工会，妇女权益保障协会等等，而偏门的如禁止虐待山狸协会等也不少。从示威
游行到裸体抗议，我们能看到不同的一群人对公众权益强烈的诉求。正如作者所认为的，“结社活动
展现了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和人类走向自由自主这两项活动的轨迹。由于社团组织在政治、经济和
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功能，拓展着社会成员更加自觉更加多样化
的活动领域，展现着社会成员更高程度的民主法治精神，因而成为克服官僚制异化，实现更广泛的自
由联合和自主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虽然社团毕竟是一种集团利益的代表，体现着社会利益的冲突
与整合，也难免有与民主法治原则相悖的“劣性”团体出现的可能，但结社自由促进民主与法治的主
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在我所体验到得每一件小事里，我都能亲身感受到中国的
变化。中国的确是在进步着，无论是其意识形态还是实际措施，我都可以感受到它在尝试向一个良好
的“市民社会”过渡着。中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民主与法治的。虽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
着巨大的社会成就和进步，“国家控制能力有所下降”，但这是它集中的权力仍然过大的结果。只要
国家继续完善法制制度，并且尊重社会的权益诉求，尊重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就一定能够重构国家和
社会的关系，并使两者相互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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