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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立法制度比较》

前言

　　跨进新的千年的中国，正面临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挑战和机遇。十五
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外政治
制度比较》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政治制度是管理国家和社会政治事务的一套规则，是制度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由国家的本质、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政权机构
体系以及为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诸种单项政治制度构成。它通常由法律（尤其是宪法）来反映和确认
，并用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迄今为止，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先后出现过古代奴隶制政治
制度、中世纪封建制政治制度、近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表
明不同的国家形态，它与国家相联系，属于历史的范畴。 　　当今世界的国家政治制度是五光十色、
丰富多彩的。目前，世界上拥有200多个国家。国家一旦建立，统治阶级势必建立与本阶级利益相适应
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政治学统称之为国家形式。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状况、阶级力量对比
、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同一类型的国家
可能存在不同的国家形式，而且同一国家的国家形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就当今西方国
家的政体而言，可分为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就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可分为联邦制和单一制；就
国家元首、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而言，可分为内阁制政府、总统制政府、半内阁制半总统制政
府、委员会制政府。从无产阶级政权的发展历史来看，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有巴黎公社政权形式、苏维
埃政权形式和人民代表大会政权形式。至于各单项政治制度，如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
党制度、选举制度、公务员制度、监督制度、廉政制度、军事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在当今世
界上更是纷繁复杂，千差万别，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华。 　　政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是理性的政治动物，按照自己的理念创造和完善政治制度。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西方民族的
智慧和创造，其显著特点是“主权在民”、分权制衡、法制、多党制、议会制、普选制和限期任职制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其主要特色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共领导、议行合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
民自治。不论是当代中国还是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人类文明
史上的重要创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此决定中西政治文明的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
必要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西方国家今日的文官制度是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启迪，而中国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则是通过前苏联辗转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东
西，包括国外的政治文明，扬长避短，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从本国
实际出发，生搬硬套，鼓吹“全盘西化”；二是把反对照搬照抄外国的政治制度，歪曲为一概反对学
习和借鉴。这两种态度都是不科学的，有害于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研究的重
点内容。政治学是人类的一门古老学问。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古希腊最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写
了一部题为《政治学》的专著，其基本内容就是对当时150多个城邦国家的诸种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
，期望发现最理想的国家政治制度。进入近现代，不少著名政治学者依然以国家政治制度来定义政治
学。现代美国政治学者迦纳在其《政治学大全》一书中明确表述：政治学就是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学
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出现，政治制度在政治学中的研究地位曾一度似乎黯
然失色，但从70年代开始，随着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政治制度再度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点
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并出版了一批有关
政治制度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俞可平主编的十六册
《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 　　政治制度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政治制度属于社会政治上层建
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其内容、特征及其发展、运行、演变均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关系和
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政治制度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积极的能动性和长期的稳定性。
它往往起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对政治制度的作用有过深刻的总结
，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
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走向反面。”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
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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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落后
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一方面使民主政治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在实践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另一
方面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着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等封建主义残余，严重阻碍民主政治的
推行和实现。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现实的中国政治体制，好的、有特色的要坚持，不好
的、有弊端的要改革，基本适合、有缺陷的要完善。理论和现实都昭示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现
代化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关系到党和政府的
廉洁与高效，关系到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社会生产力能否得到解放和发
展，关系到社会利益能否得到公正分配，关系到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关系到社会主义
优越性能否得到发挥，最后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为了适应新世纪改革开放、现代化
建设和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们决定撰写《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作指导，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
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的形成历
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功能作用和运作机制、体制改革和发展趋势等，揭示人类社会
共同的政治发展规律，以期启发人们的思考，为坚持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服务，为
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服务。这套丛书包括《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
政制度比较》、《中外立法制度比较》、《中外司法制度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公
务员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中外军事制度比较》、《中外廉政制度比较》等10本。 
　　本丛书是华中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基金项目，由徐育苗主持，邀请本校政治与社会发展研
究所、政法学院、管理学院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等单位的一些专家、学者组成课题组，通
力合作完成，是一项集体研究成果。比较政治制度是政治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的研究、特
别是对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企盼我们的研究成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
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书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谬误，诚恳地欢迎政治学界的同仁及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最后，作为丛书的主编，我衷心地感谢华中师范大学有关领导
和同志的关心与帮助，感谢商务印书馆著作编辑室同志们的支持与合作，感谢每一位提供帮助的同志
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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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对中国和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内容包括：对立法制度的基
本概念的界定；对立法制度的历史考察；立法主体制度；立法权限制度；立法程序制度；立法技术制
度；立法解释制度；立法监督制度；立法与政党、行政及司法的关系等都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本书的
岀版对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立法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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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写的很专业，内容也比较全面，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有些深，书中例子太少，这个也是我
国学者写书的特点，是作为专业参考书购入的。
2、最好一套全部收集齐全。对基本知识的普及还是很有好处的
3、以前看过这本书，现在买啦很喜欢
4、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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