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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谨慎的乐观》

内容概要

《依然谨慎的乐观》是江平教授近年来关于推进司法改革，建构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与法治经济等重
大问题的文集。江平教授一直关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会
议主题，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部署、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他倍感振奋，不顾年老体衰，为建
设法治 社会奔走呼号。
全书分为四辑，包括改革“深水区”、法治进程中的司法改革、建构政府市场社会新型关系、建立法
治市场经济等内容，所收文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作者的演讲、访谈、会议发言等言论汇编，阐述作者
法治思想的核心观点，意在为未来中国的改革与良治社会的建立提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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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平（1930 — ），浙江宁波人，中国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法学活动家。1948 年至1949 年就读于
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 年至1956 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83 年至1990 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
长、校长；1988 年至1993 年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88 年
至1992 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95 年至2012 年连续担任五届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主任。2001年10月12
日，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是国务院批准的有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
家，主编、撰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二版）、《罗马法教程》、《西方国家民商法概
要》、《民法学》、《新编公司法教程》、《法人制度论》等著作，还主持了“外国法律文库”和“
美国法律文库”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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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始终认为，一个没有人敢指出皇帝新衣的社会是无望的社会。虽然目前还有几个人敢发声，但
我觉得离万马齐喑的时候不远了。2017-3
2、贺卫方的老师中国民法学界泰斗江平，晚年也更多的关注宪政方向了。民法与宪法，公权与私权
，绝不是割裂的它们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宪法也必须先是法而后才是更高阶层的法。学民法的应当
也要好好关注下宪法。
3、法学泰斗江平教授对法治建设宏观层面的思考，
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和良治社会提供引导。
4、断断续续地看完了。多是江平的演讲文集，结合事例介绍了现代国家、社会和市场运行的基本原
则常识。但这常识在中国实行起来又是多么的困难。半羽刚上台那会儿，不知道哪位都把平反风波列
上他的日程了。这是做梦能掉下来了个救世主。如果当时能谈得上乐观而谨慎，在发生这么多一手反
腐（官员）一手反反腐（独立社会）的事情后，现在连个乐观都谈不上了。权利是争取来的，不是别
人送来的。没独立压力，权力只会无限膨胀。PS这封面设计的不错。笑脸热情逻辑理性。
5、即使是谈论的是法学常识，我依然有恍然大悟之感。中国的大学生都应该好好接受法律精神教育
，这是成为一个合格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
6、在汨罗读完。这本书收集了江平近年的访谈和演讲，内容重复的很多，就书而言翻几篇看看即可
。书主要结合市场经济谈法治问题，支持司法独立，减少行政干预等。多数访谈背景是12到15年周永
康被查，所以江平对政法委变弱后的中国法治前景感到乐观。当然，此后的发展证明了他的乐观是想
多了。
7、后浪法治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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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江平老爷子是个传奇的人物，他的作品也如是。到了耄耋之年，身子骨与以前相比确实衰弱不少
，但头脑里面的东西还是那么清晰严谨。具体说来，《依然谨慎的乐观》不是老爷子自己提笔写出来
的作品，而是多以媒体访谈和即兴发言代笔为主，字里行间反倒是少了枯燥乏味的学究术语，更加通
俗易懂了起来。老爷子本身是个严谨的人，也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更是一个愿意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未
来的人。这本书虽说记述着老爷子的演讲与访谈，倒不如说更像是自己在跟一位法学行家对话，从不
同角度揭开了法治中国的未来。本书共有四个部分：改革“深水区”，法治进程中的司法改革，建构
政府、市场、社会新型关系以及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所谓谨慎的乐观，其中谨慎主要是指三中全会关
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还不够多，所谓乐观，是三中全会在改革方面朝着进步方向行走。谨慎的乐观
，意味着步伐迈出去了，但步子还不够大。2014年被称为改革的元年，老爷子以一个行家的身份，用
通俗的案例，为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谨慎与乐观。在第一辑中，江平老爷子对于发展中国建设的总论
、方针、路线、突破口、需要厘清的改革共识等观点得到了总结与概述。中国需要变革，中国的法治
化需要推进，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法治化，但这不是空谈。快不是硬道理，我们需要的是改的手段与
内容，而不是单纯地空谈变化。中国法治进程不是突如其来的东西，我们至少有十年的经验需要总结
。所以不仅仅是2014，依然谨慎的乐观，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地选择开放。在第二辑中，司法
改革得到了详细的论述。其中，公权与私权的平衡点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最难啃的骨头，
因此这一章节中的侧重点也是这个内容。江平老爷子用现实案件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始末来贯穿这一
话题，并提出，当前至少应该在全国人大内设立宪法委员会。将来的法治化还会根据时代进行变革，
但公权与私权的平衡点将一直是法治化道路中的最应该重视的，因为这是最切合个人利益的部分。我
们的法律还尚不能称之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过多的牺牲只能为法治化中国的进步带来负面影响。在
第三辑中，一种社会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成为了亮点。“大政府”导致市场混乱，市场的混乱造成社
会的不安，社会的不安影响法治化建设的实施，一环扣一环。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在
不同的时代，应该存在不同的联系。拉近到现实的社会中，王岐山“打虎”动高层，与其说是法治化
中国的发展，不如说是时代的要求所致。让政府回归政府，让社会归于社会，让市场自行调控市场，
本原的东西各司其职，再来谈法治中国。江平老爷子的谨慎，略带着大胆的论述，不禁让人忍不住再
点一个赞。在第四辑中，建立法治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被提出。之所以建立法治经济，一个是现实发展
的需要，一个是市场资源的法律在理论上应该由市场决定，这是必然。我国现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困
惑，不是发展出了问题，是发展与时代要求慢慢开始出现偏差。因此在市场上，市场经济欠缺法治精
神，竞争不合理，权益难以保护，通往法治化的道路就愈发难走。好在，中国私权意识正在觉醒，法
律事业下的财富逐日积累。通往法治市场的经济之路，总会有开阔的那一天。不论是不是法学专业背
景，这本书，读一读，都“真真是是极好的”。
2、我们总以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是高层的事，与自己无关，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无时不刻地陷入在这个
法治建设不够健全的泥潭当中。因为自己是一名记者，深感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老百姓的私权受到
侵害，通常情况下，涉及公权，私权让步于公权，以私权对抗公权这种事十分稀少，老百姓怎么办？
打官司？你觉得会有用吗？对抗政府，是没有好结果，这是一般老百姓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
们会有这样的口头语：政府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喽，那能怎么办？如果你觉得自己属于社会”既得利益
者“（非贬义），依然感受不到受害者的角度的话，那么随便找找网络热点话题，有类似雷洋案、钉
子户等，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不是没有公平，而是没有人去定义公平， 没有人去维护公平，这个重任
就在中国政府肩上，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江平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态度是“谨慎的乐观”，我觉得可
贵在于“谨慎” 。本书内容散漫，但理清也比较容易，我整理出江平几个主要观点，正好说明了普通
民众为什么觉得利益得不到保障。一、公权力太大，常常凌驾于私权之上公权力侵犯私权的现象相当
普遍，如何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当前迫切的问题，也是廉洁政府的前提。公权力应该明确权
力清单，否则没有法律依据。公权力不断扩大，特别是国家在市场领域里的干预太多。如果连私人财
产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就无从提及国家的富强，国家的富强是建立在私人财产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的
。由于国家干预过多，社会本身的职能消失殆尽。扩大社会权利重要的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利。二、
国家干预市场自由 市场秩序却管得少市场与法治的关系包含市场自由的法治和市场秩序的法治。如果
自由的法治，国家应该尽量少干预，给予市场主体自由，让社会自己解决问题。现在还有一些法律法
规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制定，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市场自由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在自由方面介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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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秩序方面反而管得少，原因是市场自由管理就有利益，而市场秩序管理会得罪人，这样政府就
不愿意干了。三、法院官本位思想严重，司法不独立法官与公务员不同，必须服从法律，独立审批，
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是现在法官完全按照公务员管理法管理，造就了法院
里的行政气氛浓厚，官本位思想严重。去行政化要做到真正的审判的人有独立的权力来判案，首先要
改变审判委员会的权限，由审判人自己决定，其次是让院长从法院内部提升而不是看级别。四、中央
片面强调维稳，忽视维权的最高价值维稳与维权之间的关系处理上，中央片面强调维稳，忽视维权才
是最高价值，不能以任何理由压倒对于人民权利的保护和维护，除非一个国家本身的秩序不存在，此
时的维稳才比维权重要。现在各地都按照“稳定压倒一切”进行管理，由此造成权力滥用的情况，这
是对法治最大的伤害。而且，所谓“稳定”由谁来确定呢？完全取决于地方党政一把手，这有可能导
致人治问题。五、宪法缺乏违宪审查制度现在法院明确规定，审判判决书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条文来判
，而现在民众的权利受到破坏，有一部分是因为直接违反了宪法而受到破坏（如房屋拆迁），民众唯
一能够实现保护自己权利的方法就是提起违宪诉讼。但现在违宪审查制度只是由全国人大的一个机构
进行技术性审查，这些远远不够。六、政治改革滞后 司法改革就不会成功法治离不开政治，法治要完
善，前提是政治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在于党政智能要明确划分，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
。按理说，党委书记、党的机关不应当行使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可是它不仅行使了，而且行使的还
是决定权，可名义上又要让政府部门承担相应的责任。七、社会组织限制多 社会利益得不到维护社会
以自治为核心，但过去很多社会组织是政府当后台，起不到社会组织应该起的作用，也代表不了社会
利益。由于政府与社会没有明确分工，实际上所说的社会利益都是政府作决定，导致社会的公共利益
被滥用。目前，国家缺乏社会组织代表的民意机构，调查的范围限制严格，这些组织应该代表社会利
益为自己的权利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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