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平衡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基础

!

"黄成华#$左伟% &#’广东医学院 社科系$广东 湛江 (%)***+%’苏州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

摘 要-正在成长中的市民社会萌发的权利意识能够有效地根除权力腐败现象$恢复权力与权利之间的

互动平衡$从而为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提供一个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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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础是分化的个体价值和权利$
个体的存在样态是流动的7分化的7异质的$与此相适

应$现代社会的约束形式主要是角色约束$不同角色的

权利7义务和责任构成了相互关系的强制规范$使每一

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对其身份的界定和期待.而

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有助于促进社会多元之间的相

容$重塑价值共识.但法治和德治在其运行过程中应体

现权力和权利的互动平衡.反对权力腐败应该坚持自

觉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强制性是指法治$而自觉性是指

德治.德教不力$法治难为$德教是法治的基础.因此只

有人人都自觉按照道德的准则来规范自我$国家和社

会才会真正稳定有序$国家的法治才能显示出公正和

权威.
一7权力在法治中的合理性

维护社会秩序是作为一种支配力量的权力存在的

主要理由.但权力在其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权力的

异化$即权力的运行及其结果与权力的本质相背离.一

般来讲$权力在运行时应当不违反共同的义务性规则$
这是权力正当性7合法性的前提$同时也是法律秩序形

成的逻辑起点.法治把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置于一种新

的格局$法律不但得到权力的有效支持$而且它作为一

种非人格化的力量对权力发挥着制约的作用.然而特

权本身却是与法治相背离的.虽然法治的价值并不能

彻底消灭特权$但它能够有效地限制特权的存在.因为

法治不承认任何专断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作为立法

权还是作为行政权.法治价值首先要解决的是权力的

合法性问题.而权力与法律关系的最佳连接点就是宪

法$因而权力的合宪性就是合法性$就是一种民主的表

达方式.可见法治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在宪法的最高约

束之下$把权力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通过权力部门之

间的相互制约来实现保证法律价值.法治价值所涉及

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8法律的自由与自由的法律9的关

系问题.自由的法律与法律的自由代表的是两种不同

的价值取向.前者表达的是法律作为法治中的权威规

范所应内含的价值$而后者表达的则是自由在法治中

所应具有的界限和尺度+前者是法治的基础$而后者则

是法治的保障.法治的价值一方面意味着自由的法律

限制或法律的尺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法律这一尺度

本身应具有一种8尺度9.权力的合法实现是8自由的法

律9向8法律的自由9转化的桥梁和中介.法治的价值意

味着权力的直接性转化为间接性+意味着权力直接支

配的领域被法律所代替.这样$社会的组织结构就由权

力支配法律转化为法律支配权力.法治的内在价值就

在于它是旧社会的组织结构的改变$新社会的组织结

构的形成$它是一种法律与权力关系的新格局.
分 析 权 力 在 法 治 中 的 合 法 性 必 须 与 民 主 联 系 起

来.法治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是间

接民主政治机体中生长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在间接

民主政治中$人民的公意是至上的$人民集体是国家公

共权力的所有者$是国家的终极统治者$而人民的治理

又是通过民意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即广义上的政府来

实现的.但无论组成政府的公职人员$还是组成人民集

体的个体或即公民$都有自利性$有可能滥用手中的权

力和权利$造成公权异化和政治7社会失序$祸及人民

民主政治.同时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有效力量可与

统治阶级所取得的支配性7超凡性的权力联系在一起$
就极易使法律成为权力的仆从地位.所以$必须依据人

民的意志制定强制性的法律$以规范政府公职人员和

公民的行为$使民主政治成为法治政治.公民寓于法治

政治之中$当然要有法治意识.必须自觉认同和尊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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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公意的法律!并自觉守法"自觉维护公意和法的尊

严"公民的这些法治意识!实质上是民主自保机制在公

民观念中的反映"因此公民只有形成了自觉的法治意

识!并普遍见之于行动!才能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保

证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和有序运行!促使政治文明的

不断进步"

二#权力与法治的互动平衡

权力是对权利的保障!但是不受约束和限制的权

力却会凌驾于权利之上!最终侵害权利"因此要想有效

地规范和引导权力!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注重对

权利内涵的理解"$传统法理学的权利概念具有三个主

要特点%一是强调权利与法律的不可分割性&&"二是

强调权利的主体能动性&&"三是强调权利与义务的

对等性&&"’()*但传统法 理 学 没 有 从 法 的 本 源 意 义

上来揭示权利的内在本质"其实!对权利与法治的互动

平衡的理解既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即公民个体来理解!
也 可 以 从 宏 观 的 角 度 即 国 家 与 市 民 社 会 的 关 系 来 理

解"
)+从微观角度来理解!公民只有全面享有和实现

自己的权利!才能有利于促进国家权力的实现和制约

国家权力的行使"
公开#公平#公正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民主权利!它

体现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其他日

常生活中"公开对应于知情权!这是公民权利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建立民主法治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含义就是

人民有知情权!即对一些国家大事的知晓权及对影响

自己生活的多方面内容的了解权"公民的权利意识是

其主体意识的具体化!是主体的权利在观念中的反映"
其基本内容有%认识和理解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其价值,
掌握如何有效行使与捍卫这些权利的方式,自觉把行

使权利的行为规约于发展规范之中!以免损害其他主

体的合法权利"公民权利意识的这些内容是不可分割

的"只知自己有何权利而不去行使和捍卫这些权利,只
顾自己的权利!不尊重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的权利!就
会把民主政治推入无序的混乱状态"权利意识是主体

意识存在的逻辑条件和参与意识生成的逻辑前提"所

以只有公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形成了自觉的权利意识!
才能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才会有主动践行

其公民权利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也才能有利于制

约国家权力的实现"
-+从宏观角度来理解!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应有的

监督特别是公民的直接监督!才不会导致腐败!才能正

确行使权力!为全面实现公民的权利服务"权力腐败的

原因是政府运用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直

接的干预和管制"须知!不受监督的权力在道义上缺乏

合理性"故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否则势必导致腐败"绝

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几乎成了共识!也为

实践所证实"但是我国以往却过分强调权力主体之间

的分权与制衡!如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分权制衡原

则!强调权力主体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监督关系!而忽

视了非权力主体对权力主体的监督"尽管有时也强调

非权力主体在监督中的作用!但由于国家凌驾于社会

之上!致使这种监督实效大为削弱"$对政府官员的行

为进行规范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法律法规等

规章制度构成的外在法制约束力,二是政府官员心中

的道德信念所形成的内在良知约束力"’(-*

但政府官员的行为还必须直接受到公民社会的监

督"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

得以可能"关于公民社会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政治学意义上的,一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政治学意义

上的公民社会是指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

间组织和机构,而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则是介于

国家和家庭#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我们把公民社会当

作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

和!主要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德治

是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以实践理性精神方式把握世界

的 自 觉 形 式!其 中!每 个 公 民 是 道 德 建 设 过 程 的 参 与

者!是道德评价的最高评判者!同时也是道德建设成果

的受益者"公民社会要求自治!具体体现为民族区域自

治#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会自治#行业自治等"与公民

社 会的兴起相适应"因此政府必须转变其职能!要由

$大政府!小社会’式的全能型政府向$小政府!大社会’
式的服务型政府转变,由统治向治理转变"换句话说!
政府要放权!还权于社会!消除权力异化现象"政府分

权给社会!同时又接受社会监督!这种格局是德治如何

和实现可能的现实基础"在这里!德治的主体是市民社

会!政府只发挥引导性的作用"德治使得政府对权力合

法性的诉求发生了从历史到现实的位移!即从政权之

取得到政权之运作的位移"这种位移使得政权的合法

性根基愈加牢固"而且位移的发生直接影响到广大民

众政治参与的热情"过去!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
积极性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现在!民众则已处在与政

权对话的状态中!两者之间容易发生互动!从而产生了

政府与民众合作的新途径"政府从公民社会中吸收合

理的道德资源!有助于政府道义性的增强!也使得政府

具有目的至善的伦理意义"众所周知!仅靠权力系统内

部的正义力量很难对付权力腐败!而市民社会则是有

力的保障"尽管作为个体的公民其力量是弱小的!但作

为群体的公民其力量却是巨大的"公民社会把公民对

政府的要求#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政府!再把政府

的政策意图和对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反馈给公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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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公民社会在这一利益表达与

利益协调的过程中"促进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公民社会中的专业性学术研究团体承担

了政府智囊的角色"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在一

定意义上直接参与了政府决策"推动了政策的民主化#
科学化!可见公民社会的兴起规范了权力运行机制"使
权力运行更趋合理性#合法性#合道德性!事实也表明"
公民社会发育成熟的地方"权力运作就趋于规范化#有
序化!相反则极易形成人治#专制和王权!因此我们应

致力于寻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点!公权力的出现"
是因为社会有纠正一部分社会成员危害他人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促进全社会公共福利的需求!但在公权

力得到全社会公共福利的认可之后"它的行使也必须

围绕公共福利和社会秩序的目标来进行!同时"公权力

在追求公共福利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不能侵犯公民固

有的#不可侵犯的私权利"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充分尊

重私权利为前提!这两个框框是决定公权力行使是否

合法的基本评判标准!要知道政府权力扩大到了社会

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越来越容易成为一种不受法律

控制的支配力量!法治遇到这样有力的挑战"是过去从

来没有过的!而权力是一种支配力量"法律也是如此"
但这两者并不相同!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是特殊的

和人格化的$而法律则是非人格化的普遍的支配力量!
所以近代法治理论认为"权力必须置于法律之下"把独

特的意志置于普遍的支配力量之下!%当代法治思想的

重心不在构建而在调整"即在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

框架要求下"致力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重大复杂变

化现实中权力和权利的合理界分与调适"以重新确立

法治精神与原则!&’()

但法治却难以治理人的灵魂"而只能治理人的行

为!因此"必须坚持权力与权利的互动"致力于法治与

德治的结合"才能导致善治社会和良序社会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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