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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宪政》

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9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宪政前景论坛”参加者的文集。此次论坛汇集了来自法学和其他不
同社会科学学科的一流学者，主办者提出的会议主题是：“讨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涌现的最
具挑战性的宪政问题”，旨在“通过回顾这些宪政问题，促进反思改革以来的成就，并为中国社会转
型探明前进的方向” 。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法治的现
状与前景作了评析和展望，为我国宪政前景绘制蓝图，为促推改革寄以热切期盼。可以说，这是当代
中国宪政派学者的一次重要聚会和议政。本书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名家云集、视野开阔、洞察深刻、
立论新颖、论证系统、思想厚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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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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后导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会特约研究员。1956年生。吉林大学历史系七八级本科生，吉林大学法学硕士。曾任吉林大学社会
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先后担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领域的专职教学科研工作，但始终以“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为总纲，致力于有关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
新：在哲学领域提出了“人类整体主义历史观”。在历史理论领域提出了世界近代上限新论等新理论
。在历史学领域以大量原始资料系统地揭示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原貌。在政治学
领域提出和阐述了关于普遍幸福主义、社会主义哲学、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
理论，并着重研究了超大型国家的宪政道路等问题。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了关于普遍幸福主义经济的若
干新理论，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着重研究了分配制度改革问题。著有《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等著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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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为宪政鼓与呼——《走向宪政》序
何以宪政?——编者的话
中国宪政前景篇
蔡定剑：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3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失去自我／4
二、寻找自我：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10
三、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与国际责任／16
李步云：中国宪政之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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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25
三、法治／29
四、人权／41
五、发展前景／49
郭道晖：当今中国宪政运动思潮述评／54
一、纷然杂陈的各种“主义”／55
二、推促宪政的策略处方／59
三、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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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一、导言：一个该问而没有问的问题／66
二、背景：三只葫芦一根藤／68
三、论战：一场非官方发动的思想“围剿”／69
四、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改革理论而非政治模式理论／72
五、新权威政体的替代型合法性／73
六、进一步改革：从“同质分权”到“异质分权”／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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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一、当代中国的左派与右派／77
二、“福利国家”与“官僚资本”／79
三、“超越”?“折衷”?还是“共同底线”?／82
四、低人权、高竞争力的发展模式／85
五、没有“三农”问题，只有“一农”问题／87
六、所谓中产阶级问题／90
七、宪政民主的渐进实现／93
八、关于第三部门与公民社会／96
九、历史与政治关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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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一、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稳定状况／104
二、刚性稳定的基本特征／107
三、建构韧性稳定的基本途径／109
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115
王占阳：论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的特殊性／119
引论：中国是世界宪政制度创建期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国家／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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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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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大型国家必须通过宪政改革才能建成现代宪政政体／127
三、超大型国家必须通过双轨制才能过渡到现代宪政政体／129
四、超大型国家只能以双轨制改革的弹性适应现代化时期的地区发
展不平衡性／139
五、超大型国家可以实行和实现帕累托改进型宪政改革／142
六、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的特殊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责任／16D
蔡霞：宪政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167
一、中国共产党追求宪政民主的探索与坎坷／167
二、推进宪政改革关键在党，症结也在党／172
三、推进宪政改革与执政党转型／181
四、推进宪政改革是党在新世纪的历史重任／190
辛宇：廉政建设的根本
——制度建设／195
一、党的“五大建设”的根本——制度建设／195
二、制度建设的核心——权力结构／199
三、权力结构的关键——科学配置／202
张千帆：从“党管干部”到“党管立法
——走向执政模式的法治化／206
一、他山之石／207
二、政治过程和法律过程的分界／209
三、执政模式的问题与转变／210
四、目前的做法及其完善／211
王建勋：宪政的地方根源
——兼论中国的宪政之路／215
引言／216
一、宪政在中世纪欧洲的地方根源／217
二、地方自治与美国宪政的起源／224
三、宪政的地方根源与中国的宪政之路／231
结语／235
周孝正：宪政前景取决于民间信仰系统的建立／236
袁伟时：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240
一、民初宪政的成就和缺陷／240
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公民权利诉求／245
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加知识准备不足带来的缺陷／248
四、一代启蒙大师梁启超也被国家主义引入歧途／252
五、袁世凯的作为与中西文化／256
六、民初宪政挫败说明什么?／258
民主法治人权篇
蔡定剑：为民主辩护!
——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267
一、问题的提出／26J
二、究竞什么是民主?／262
三、对民主功能的辨正／269
四、批判民主方法的批判／288
高全喜：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模式及其未来展望／294
一、考察当代中国民主政治问题的理论出发点／294
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五种模式／296
三、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未来展望／301
李炜光：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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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政与公共财政／305
二、宪政与预算321
三、宪政与税收／325
李凡：中国民主发展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路径／333
一、中国理论界关于从人大制度入手实现中国民主的探讨／334
二、人大制度改革作为一种民主实现路径的本土实践／336
三、人大作为中国民主化路径的现实性分析／338
四、结论／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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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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 速度一般 要向国外学习
2、走向宪政，需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3、杨恒均博士推荐这本书，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书。
4、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值得一看
5、王占陽先生真操蛋
6、理性，中肯，深刻，透彻。中国的宪政何时到来，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7、宪政，这词看到心潮澎湃啊。
8、短评里犬儒真多！悲哀
9、走向民主，大势所趋！
10、这本书应是慕名而买，不过随手翻了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就是太贵了
11、宪政必有道，民主一定成！
12、从中，可以感受到学者的的真诚和坚持。
13、很厚，断断续续地看了几个月才看完。观点纷杂，不过至少让我坚定了一点看法，不管党犯过多
少错误，未来几十年国家的走向，最终还是得看它怎么走。
14、有一天女儿陪我上街，当她看到一清洁工人时，她向我普及了一个基本常识，她问：爸爸你知道
为什么清洁工人的衣服是橙色的吗？我说我不知道。女儿对我说，因为橙色的穿透力最强，就是在大
雾天气，汽车司机在好远的地方也能够看得到。  蔡老师的《走南宪政》，是我最近在看了凤凰网上
介绍才知道的，我没有犹豫就下单买下来了，橙色的封面，520多页，拿在手里特别的厚重。现在已看
了将近一半，蔡老师的治学非常严谨，论述精确，目光深远，他是在为中国人民呐喊，为中国的未来
呐喊，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呐喊。其精神难能可贵，虽然他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永存，如中国能够
走向宪政，先生将含笑于九泉。  同时也希望，民主的力量、民主亮光的也能像橙色的亮光一样穿透
于13亿中国人民的胸膛。
15、这本书我的领导在看，领导说好就好吧。
16、都是大家，收益匪浅，分析透彻，观点深邃
17、议论国事、畅所欲言，启迪民智、发人深省，不仅仅是一部论文集，更是有良知有责任的公共知
识分子的为读者奉献的思想盛宴。
18、内容还行，只不过那些专家根本无法从本质上建构
19、永远缅怀蔡定剑教授！
20、宪政 民主 法治乃当今世界潮流
21、大家的书，很有思想，给人以无限的启迪
22、蔡教授英年早逝，但他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23、孙哲是打酱油的。
24、很好，快递很快，我很满意，谢谢当当！
25、是多个学者的论文集，感觉有收获，但不如想象中的好。
26、好书，值得一读，读后让人思考，很喜欢
27、献给蔡定剑先生！
28、所以，这本书的标题确实再恰当不过，所谓走向，就以为着我们和宪政的距离。
29、找资料的时候简略浏览了一下⋯⋯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欸！
30、希望蔡定剑先生的心愿早日达成。
31、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不能简单的归纳为知识，因为很多仅仅是个人的意见。凭简单的意见去推测整
体这是站不住脚的。客观中立性在这本书中也难以寻觅。当然，这本书的中心就在论证中国是否需要
宪政，我认为宪政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弱者除了法律能够依靠外，对待强者几乎处在毫无还手之力的
位置。
32、关心中国、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应该看下这本书！书做到了学理性和实操性的结合。谁说百无一
用是书生，声声不忘是家国！
33、蔡先生人已仙逝，可经典著作必流芳千古
34、真姐，你们上次买照相机的店铺网址发我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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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还没有，但是很期待
36、分析透彻，难得好书
37、关于宪政，关于民主，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38、世界潮流浩浩荡荡。Ps. 书送到手上时,书页有些旧和折皱。
39、很有启迪性，我很喜欢这本书。
40、非常棒的宪政类书籍，让你对中国的宪政之路有更深的了解。
41、官方学者闭门造车弄出来的文选，在集权体制下讨论民主宪政本来就挺可笑的，而皇皇数十万字
他妈的太浪费我的钱了。很久前有个家伙天天和我谈马列，我去⋯⋯
42、it's a dream, dream of china or just dream you and me ?
43、墨色很淡，不太清，书脊有褶皱
44、很好   理性
45、民主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46、值得人一读的书
47、文章质量良莠不齐
48、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今早货到了看书ing
49、怀念蔡老师，
50、一本写的还算可以的会议论文集~
51、当代宪政派的一些很不错的文章，作者们也都是学界的知名人士，还没看完，觉得写的很有深度
，大部分问题刨析的很好，同意他们大部分的观点，但是还有些许观点不敢赞同。。所提出的措施也
未必对中国一定会好。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值得赞同的，民主平等与人权是值得追求的，然而必须与中
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样的制度在别人家搞的好未必就在自己家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稳定还是好的
，在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改良不失为目前最好的方式，苏联的教训离得不远。
52、人才，可惜早逝。非愤青，而是有理性的国之脊梁。
53、宪政必读。蔡定剑老师所编，大赞！
54、如题，看我这么远来邮购这本书，怎么就不给挑本没有破损的呢......书本身是很棒的，纪念蔡定剑
先生。
55、这本书很深刻。汇集了众多一线公知的真知灼见，反映了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深入思考，如果当
权的领导干部看看，会既害怕，又感慨的。强烈推荐。
56、挺好的，适合静下心来看
57、透过文章看到作者是个专心的学者，英年早逝，太可惜了。
58、70元不打折的书啊！暑假看的，几乎忘光！
59、应付式的浏览，细读?还是留给往后吧......
60、希望有识之士能继承蔡定剑先生未完成的事业，带领中国走向宪政。
61、是一本论文集
62、蔡老师的作品，深入浅出，令人发醒。
63、宪政。2016-4-29
64、“辛亥革命一百年，宪政实施依然难”，向蔡老师学习！
65、喜欢民主得人必看的书。里面是 国内知名民主宪政派的 各项文章汇总  可以说 代表了当今社会宪
政派观点和学说的集大成之作 看完会很有收获！！！
66、推荐第一部分：前景篇-----蔡定剑，李步云，郭道晖，秦晖。。
67、有些个学者的文章看不到一丁点才气 甚至没有意义 不过我偶像的发言垫底
68、向蔡定剑老师致敬！
69、学宪政的，好好看一看吧。
70、非常好非常值得一读的书！！
71、美好的愿望和事实
72、中国的宪政之路任重而道远。看到这本书才知道蔡定剑教授早已去世，真是遗憾
73、又是一本买不起的书   蔡老师文笔还行  
74、内容很好很充实。
75、这本书挺好看的，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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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宪政，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东西
77、蔡先生虽然已经与世长辞，但是他对于宪政的执着以及对于中国宪政的未来充满期待，可惜斯人
已去，无法亲眼目睹那一朝。书中内容中肯贴切，嬉笑怒骂，相得益彰。
78、一帮连宪政的基本内涵都没有搞懂的不学无术之徒，知识结构老化，教条主义严重，永远活在上
个世纪。宪政与民主什么关系，更别说宪政与专政的关系了，这些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79、理想很丰满。
80、宪政无疑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此书值得一读。
81、先生虽逝，思想永存！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将会有更多志士前仆后继，直到中国民主宪政之实现！
很好的集子，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启人思考，促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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