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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照传统的 政 治 哲 学，合 法 性 是 由 民 主 政 治 或 公 平 原 则 提 供 的。其 实，还 有 另 外 一 种 合 法

性———善治。这种观点对传统的合法性 理 论 提 出 了 挑 战：一 方 面，并 非 所 有 通 过 民 主 政 治 产 生 的 政 府 都 是

完全合法的，因为它可能没有满足善治的要求；另一方 面，不 经 民 主 政 治 产 生 的 政 府 也 可 能 具 有 某 种 程 度

的合法性，因为它满足了善治的 要 求。因 此，一 个 政 府 是 完 全 和 充 分 合 法 的，既 要 获 得 人 民 的 同 意，也 要

满足善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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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０１２）

　　本文所说的 “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是指政

府实行统 治 和 使 用 强 制 性 权 力 的 正 当 性 或 道 德

性。一个合法的政府有制定各种法律的权利，如

民法、刑法、婚姻法和税法等等，而公民有服从

这些法律的义务。如果某位公民不服从某种法律

（如税法），那么政府有权利使用强制性权力来惩

罚他 （课 以 罚 款 甚 至 坐 牢）。而 且，政 府 的 合 法

性与公民服从政府的政治义务是密切相关的：如

果一个政府的统治和对强制性权力的使用是合法

的，那么公民就具有服从该政府的政治义务。问

题在于，政府实行统治的合法性从何而来？政府

基于什么理由可以对其公民使用强制性的权力？

对于合法性问题，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了各种

理论解释。在这些理论解释中，最重要、流行最

广的理论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同意理论，它诉诸

民主的合法性；另外一种是公平原则，它诉诸正

义的合法性。我认为这两种合法性理论都是有问

题的，而我试图提出一种更好的理论解释。我的

基本观点如下：首先，虽然这两种流行的理论解

释都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但是它们也都存在难以

克服的根本困难，从而都无法成立；其次，这两

种理论 的 合 理 性 只 有 在 某 种 条 件 下 才 是 “明 显

的”，而 这 种 条 件 将 把 我 们 引 向 善 治 的 合 法 性；

最后，民主最 多 能 够 为 政 府 提 供 程 序 的 合 法 性，

而善治能够提供的是实质的合法性。

一、民主的合法性：同意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一个政府是否具有合法

性，这 是 由 民 主 政 治 决 定 的。从 词 源 学 上 看，

“民主”意 味 着 人 民 的 统 治。［１］（Ｐ１１）民 主 政 治 主 要

有两种制度形式，即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在

直接民主 中，人 民 亲 身 参 与 统 治，既 是 统 治 者，

也是 被 统 治 者，两 者 合 为 一 体。在 代 议 制 民 主

中，人民并不是自己直接进行统治，而是通过代

表来实行统治。现代的民主国家通常都实行代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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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这样，现代民主国家实际上是由选举产生出

来的代 表 来 统 治，人 民 本 身 则 成 为 被 统 治 的 对

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开了。
在直接民主中，人民由自己来实行统治，而

人民自 己 统 治 自 己 无 需 合 法 性。或 者 换 一 种 说

法，人民自己统治自己，这件事本身就为统治提

供了 合 法 性。谁 能 反 对 一 个 人 管 治 自 己 呢？ 但

是，在代 议 制 民 主 中，统 治 者 与 被 统 治 者 分 开

了，政治精英是统治者，人民是被统治者。如果

这样，那么，统 治 者 统 治 人 民 的 权 力 从 何 而 来？

按照民主的政治理论，统治者的权力是人民授予

的。政治精英手里的各种各样权力，其中包括国

家的最高权力，最终都来自于人民。在代议制民

主中，统 治 者 及 其 统 治 的 合 法 性 来 自 人 民 的 同

意，而人民表达同意的一般方式就是选举。一个

政府只有产生于自由的和定期的选举，代表了人

民的意见，才能说它的统治是人民同意的，从而

也才具有合法性。
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还

需要更深入的解释，而这种更深入的解释建立在

自主观念的基础之上。就民主政治而言，自主有

两种含义，一种是政治的，另外一种是道德的。
“自主”在 政 治 上 意 味 着 自 治，而 自 治 就 是

自己统治自己。从形式方面来看，所有政治制度

都可 以 分 为 三 种：一 个 人 的 统 治；一 些 人 的 统

治；所有人的统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

个人的统治 是 君 主 制，一 些 人 的 统 治 是 贵 族 制，
所有人 的 统 治 是 民 主 制。［２］（Ｐ１１４）对 于 人 民 来 说，
君主制和贵族制 都 是 “他 治”，都 是 由 别 人 来 统

治自己，而 只 有 民 主 制 是 “自 治”，是 人 民 自 己

统治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说，为民主提供辩护就

是为民主这种统治形式提供合法性。什么样的统

治是合法的？显然，如果人们是平等的，那么他

们自己统治自己是合法的，而由他人来统治自己

则是不合法的。他人统治 （君主制和贵族制）的

不合法性在于这些制度不是平等待人，而是某些

人天生就高人一等，就属于统治阶级，就具有统

治别人的权利。自主和自治为民主提供了一种有

力的辩护，而这种辩护的实质就是人民应该由自

己来统治自己。
“自主”在 道 德 上 意 味 着 自 律，而 自 律 则 要

求统治应该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民主政治与法

治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秩序良好的现代民主社会

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人们必须服

从法律。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或者是出于对惩

罚的 恐 惧，从 而 被 迫 遵 守 法 律，或 者 是 出 于 自

愿，因为这些法律是自己制定的或自己愿意接受

的。如果人们处于前一种情况，就叫做 “他律”；
如果人 们 处 于 后 一 种 情 况，就 叫 做 “自 律”。自

主意味着人民有立法的权力，而人民服从自己制

定的法律就是自己服从自己，就是自律。自主在

政治上意味 着 自 己 统 治 自 己，人 民 既 是 统 治 者，
也是被统治者。但是，在代议制民主中，统治者

和被统治者分开了，一些政治精英是统治者，而

广大平民百姓则是被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什

么样的统治能够被视为合法的？从自律来看，只

有被统治者所同意的统治才是合法的。在代议制

民主中，不可能所有公民都参与统治，都行使权

力，但是它的 统 治 和 权 力 必 须 得 到 人 民 的 授 权。
人民的同意为民主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在这种意

义上，民主政治是同意的政治。
同意理论 最 重 要 的 提 倡 者 是 洛 克。洛 克 认

为，国家是基于人民的同意而建立起来的， “因

此，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

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

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

务”。［３］（Ｐ６０）洛克的 同 意 理 论 与 社 会 契 约 论 是 密 切

相关的：国家或公民社会是通过原始契约建立起

来的，而契约则是经过所有人的同意订立的；人

们自愿放弃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意把它们转让

给国家，国家因此才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利；只有

通过本人同意，一个人才可以成为某个国家的公

民，才具有服从国家权力的政治义务，否则他就

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政府的各种权力 （如立法权

和执 法 权）均 来 自 人 民 的 授 权，没 有 人 民 的 授

权，政府动 用 权 力 就 是 非 法 的。同 意 理 论 主 张，
一个国家 的 合 法 性 以 及 公 民 服 从 国 家 的 政 治 义

务，都基于人民的同意。除非人民同意，否则任

何政府都没有合法性。
同意理论的成立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所有

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表达了同意，明确承认国家

的合 法 性；第 二，每 个 人 所 表 达 的 同 意 是 自 愿

的，他是在自 由 而 非 被 迫 的 情 况 下 表 达 同 意 的。
但是，任 何 一 种 同 意 理 论 都 无 法 满 足 这 两 个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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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方面，要 求 所 有 人 或 绝 大 多 数 人 的 同 意，
这是不可能的。洛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另一方

面，每个人都明确地、自愿地表达同意，这在历

史上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同意理论的拥护者可能这样来辩护：在实行

民主制度的国家，人们是通过投票来表达对政府

的同 意 的，一 方 面，投 票 是 人 们 自 愿 的 同 意 行

为，另一 方 面，获 胜 的 政 府 得 到 了 多 数 人 的 同

意。这种用投票选举来表达同意的观点有两个问

题。首先，投票的同意与作为合法性的同意不是

一回事。在民主政治中，投票所同意的东西是由

某个政党来组成政府。在同意理论中，人民所同

意的东西是创立国家的原始契约。赋予国家以合

法性的东西是对原初契约的同意而非对特定政府

的同意。即使我们承认投票意味着同意，那么也

存在第二个问题。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通常

存在两个或 更 多 的 政 党，而 且 在 正 常 的 情 况 下，
它们也轮流执政。这样，某个政党在选举中赢得

了胜利，这有 可 能 是５１％对４９％的 胜 利。在 这

种情况下，得 到５１％同 意 的 政 府 如 何 能 够 合 法

地对４９％的不同意的人们实行强制性权力？

同意理论的根本难题在于：它依赖于所有人

的明确 同 意，而 所 有 人 的 明 确 同 意 是 绝 无 可 能

的。这样，同意理论只有一条路可走：同意是默

认的。实际上，各种同意理论都依赖于 “默认的

同意”，而默 认 的 同 意 也 是 始 于 洛 克。默 认 的 同

意是没有明确表达的同意。但是，如果一个人什

么东西都没有说，那么，什么东西能表明他的默

认的同意？洛克提出， “只要一个人占有任何土

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

表示他默认的同意……他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

律”，“事实上，只要身在那个政府的领土范围以

内，就 构 成 某 种 程 度 的 默 认”［４］（Ｐ７４－７５）。也 就 是

说，默认的同意把同意理论的条件放宽了。
但是，这个条件太宽了：只要一个人是某个

国家的居民，而没有移民他国，他就是表达了默

认的同意。默认的同意具有如下一些难以克服的

困难。首先，一个人要想移民他国，其代价是巨

大的，他可能无法承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

生活在某个国家而没有移民他国，这根本不能看

做是对该国家的默认的同意。其次，一个人对于

国家的权威没有明确地表达意见，可能是一种默

认的同意，也可能是一种默认的不同意。在这种

情况下，同意理论的拥护者没有理由只主张一种

可能 性，除 非 根 本 就 不 存 在 默 认 的 不 同 意。最

后，基于洛 克 的 默 认 的 同 意，我 们 可 以 推 论 说，
任何一个居住在专制国家里的人，只要他没有移

民到其他的国家，那么他就是表达了对这个专制

国家的同意。这个推论是合理的，但它肯定不是

洛克的意思，而洛克又没有说明如何避免从默认

的同意做出这样的推论。

二、正义的合法性：公平

鉴于同意理论面临的种种困难，当代一些政

治哲学家想绕过它，另辟蹊径来建立国家的合法

性，来论证人们有服从法律的政治义务。作为这

种努 力 的 一 个 尝 试，哈 特 提 出 了 “限 制 的 相 互

性”（ｍｕｔ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原则： “当很多

人按照规则从事某种合作事业并且限制了他们自

己的自由时，那些服从这些限制的人们在需要时

有权利要求那些从其服从中受益的人们服从同样

的 限 制。”［５］（Ｐ１８５）例 如，在 一 个 干 旱 的 地 方，有

Ａ、Ｂ、Ｃ、Ｄ四个人合作打了一口水井，而Ｅ要

想使用这口井的水，他就必须做出同其他人一样

的贡献。按照哈特的原则，对于任何一个人，如

果他从其他人对法律的服从中得到了好处，那么

他就拥有同其他人一样服从法律的政治义务。
但是，哈特的 限 制 的 相 互 性 原 则 过 于 粗 糙，

很容易引起 各 种 批 评。在 对 哈 特 的 各 种 批 评 中，
最重要的是诺奇 克 在 《无 政 府、国 家 和 乌 托 邦》
中提出的批评。诺奇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

你的邻居 （除你之外还有３６４位成人）建立了一

个公共广播系统，并开列了一份包括所有人在内

的名单，其中每个人在指定的一天负责这个广播

系统，如播放音乐、报告新闻或讲故事等等；你

已经从这个广播系统中受益 （有时听听音乐或笑

话），当指定 你 来 服 务 的 一 天 到 来 时，你 有 义 务

去值班吗？［６］（Ｐ１１１）

以上述假设的例子为基础，诺奇克对哈特的

原则提 出 了 三 种 批 评。［７］（Ｐ１１２）首 先，按 照 成 本—
收益分析，一个人从合作事业中的收益有可能小

于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例如，尽管这个人从公共

广播系统中受益了，但是他认为一年中３６４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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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加在一起 也 不 值 得 自 己 付 出 一 整 天 的 劳 动。
如果哈特的原则是公平的，那么它应该附加这样

一个条件，即一个人从合作事业中获得的收益应

该大于或等于 他 履 行 自 己 义 务 时 所 付 出 的 代 价。
其次，即使满足了上述条件，一个人获得的收益

大于他付出 的 代 价，也 有 可 能 出 现 这 样 的 情 况：
虽然参加合作事业的所有人都为此做出了同样份

额的贡献，但是人们从这个合作中获得的收益有

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其他人对这个公共广播

系统的很多节目都非常喜欢，而你只是听听它播

放的音乐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你与其他人

为此做出相同份额的贡献是不公平的。最后，即

使前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也有可能出现这种

情况，即与这个公共广播系统相比，你更偏爱其

他的计划，如阅读哲学著作或远足等等。其他人

选择了 公 共 广 播 系 统，这 意 味 着 拒 绝 了 你 的 选

择，而你本来并不想参与这项合作。在这种情况

下，其他人有强迫你加入合作并做出同样贡献的

权利吗？

这些批评辐辏于一个焦点：哈特的限制的相

互性原则是不公平的。尽管某个人从某种合作事

业中受益了，但是，如果他的收益小于他为此付

出的成本，或者他的收益与其他人相比很小，那

么其他人就没有强制他做出同样贡献的权利，他

也没有服从其要求的义务。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

满足了，哈特的原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

人们从合作事业中所得到的收益不是自愿的。哈

特的原则要求，你从合作事业中受益，因此你也

应该为此做出贡献。但是，这个原则的成立需要

满足一个必要条件：这种受益必须是我自愿接受

的。如果我自愿接受了合作的利益，那么我应该

为此做出贡献；如果我是被迫接受了利益，那么

我没有做出贡献的义务。
上述批评表明，哈特的限制的相互性原则有

两个缺点。第一，它是不公平的，或者它可能要

求人们做出超过自己收益的贡献，或者它在人们

之收益不同的 情 况 下 要 求 人 们 做 出 同 样 的 贡 献。
对于任何一种合作事业，某些人做出的贡献大于

自己的受益，或者在相同贡献的情况下其受益是

不同 的，这 是 正 常 的，人 们 也 没 有 必 要 斤 斤 计

较。但是，哈特的原则以人们的受益为理由来要

求他们 履 行 服 从 法 律 的 义 务。这 里 的 理 由 是 受

益，而人们的受益与其付出应该成比例。如果不

成比例，这个原则就是不公平的。第二，它没有

表明人们的受益是自愿的。人们从合作事业中受

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自己愿意接受这种合作

带来的好处；一种是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不得

不接受。在前者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合

作的好处，那么他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但

是，在后者的情况下，其他人就没有要求他履行

合作义务的权利。自愿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没

有这个条件，就不能证明服从的义务。
鉴于哈特 的 原 则 存 在 上 述 缺 点，罗 尔 斯 在

《正义论》中对它 进 行 了 修 正，并 且 把 自 己 提 出

的原则正式命名为 “公平原则”。公平原则主张，
如果如下两个条件得到了满足，一个人就有服从

制度规则所确定的义务：第一，这种制度是正义

的 （或公 平 的）；第 二，这 个 人 已 经 自 愿 地 接 受

了社会安排的利益。［８］（Ｐ１１１－１１２）

第一个条件 要 求 国 家 的 基 本 制 度 是 正 义 的。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这意味着国家的基本制度应

该符合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要求。罗尔斯的第一

个正义原则是平等的自由，第二个正义原则包括

两个部分，即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从合

法性来看，这个正义 （公平）的条件既是对哈特

原则的修正，也是对同意理论的矫正。它是对哈

特原则的修正，因为后者可能是不公平的，有可

能要求人们做出超过自己收益的贡献。它也是对

同意原则的矫正，因为一个专制的国家即使得到

了人们的同意，它也不能是合法的，而人们也不

可能有服从独裁统治的义务。
第二个 条 件 要 求 人 们 对 利 益 的 接 受 是 自 愿

的。按照罗尔斯所持的义务论观点，义务是我们

自由行为的后果。只有当一个人自愿地接受了国

家制度给予的好处或者利用了它所提供的机会来

促进自己的利益时，他才有服从国家制度之规则

的义务。同正义的条件一样，这个自愿的条件既

是对哈特原 则 的 修 正，也 是 对 同 意 理 论 的 矫 正。
它是对哈特原则的修正，因为后者没有表明人们

的受益应该是自愿的，而没有自愿，人们也就没

有服从的义务。它也是对同意理论的矫正，因为

同意理论依赖于默认的同意，而默认的同意之所

以不被看做是同意，就在于它没有包含自愿。
我们需要指出，与同意理论相比，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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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有限的合法性理论：第一，它不适用于所

有的国 家，而 只 适 用 于 其 基 本 制 度 是 正 义 的 国

家；第二，它不是追问所有人是否都具有服从国

家法律的义务，而是追问在其他人都服从法律的

条件下，一个人是否有服从法律的义务。在这种

意义上，公 平 原 则 作 为 一 种 合 法 性 理 论 是 有 限

的。那么，它为什么要 “自甘受限”呢？

这与公平原则关心的问题有关，而它关心的

主要问题是 “逃票者”（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ｒ）。逃票者是指

没有履行其义务的人。例如，对于像以色列这样

的国家，不仅人口少、领土面积小，而且四面受

敌，因此安全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它会要求

所有成年男子都服兵役。对于一名成年男子，会

面临三种情况：如果他不服兵役，而且这个国家

的其他成年男子也都不服兵役，那么他会因国家

没有安全而受害；如果他服兵役，而且其他男子

也都服兵役，那么国家安全会得到保障，但他个

人要付出代价；如果他不服兵役，然而其他成年

男子都服兵役，那么他不付出任何代价，而且也

会从国家安全中受益。最后一种情况对他来说是

最有利的，而这种情况中的他就是 “逃票者”。
“逃票者”是 国 家 安 全 的 受 益 者，他 应 该 在

这件事情上承担自己相应的一份义务，服从相关

的法律。就 此 而 言，公 平 原 则 是 正 确 的。然 而，
一个人能够从国家得到的利益有很多，我们可以

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排他性的利益，它们可

以基于某种规则分给某些特定的人们，而其他人

不能得到它们，如机会、津贴和补助等等。另外

一类是不可排他性的利益，如果只想让某些人分

享这些利益，而其他人不应该分享，这是无法办

到的，如国家安全、地方治安和污染防治等等就

是这样的利益。
公平原则要求，只有在一个人自愿地接受了

国家的利益的条件下，他才具有服从国家法律的

义务。对于 排 他 性 的 利 益，这 个 条 件 问 题 不 大。
如果一个人按 照 规 则 可 以 领 取 国 家 的 某 种 津 贴，
而他并没有申请领取，那么这可以被视为他是不

自愿的。但是，对于不可排他性的利益，由于如

果某些人得到了它们，那么所有其他人也会得到

它们，所以没 有 办 法 来 区 分 人 们 是 不 是 自 愿 的。
例如，某 个 人 自 认 为 武 艺 高 强，无 需 警 察 的 保

护，但是他仍 然 能 够 分 享 地 方 治 安 带 来 的 好 处，

因为治安具有不可排他性。由于不可排他性的利

益不能定向分配，所以国家没有办法在得到它们

的所有人之间区分开哪些人是自愿的、哪些人不

是自愿的。如果没有办法区分人们接受国家的利

益是不是自 愿 的，那 么 公 平 原 则 就 失 去 了 意 义。
在这种意义上，公平原则中的 “自愿的”条件是

一个重大缺点，相当于同意理论中的 “默认的”。
公平原 则 把 “自 愿”视 为 一 个 必 要 的 条 件，

这是在强调 “自主”的价值。人是自主的，具有

自由选择的能力，因此，如果他们自愿接受国家

的利益，那么国家的统治就具有了合法性，从而

他们也就具 有 服 从 国 家 法 律 的 义 务。问 题 在 于，
一个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国家的利益，也可以选

择接受某些利益而拒绝另外一些，但是他无法选

择国家。国家对于其内部的任何一个人都是 “生

而入其中，死而出其外”，除非他选择移民他国，
而移民需要个人付出太大的代价。在这里，我们

看到了公 平 原 则 与 同 意 理 论 的 另 外 一 个 相 似 缺

点：如果你没有移民，这或者意味着你 “默认的

同意”，或者意味着你 “自愿的选择”。

三、导向善治的论证

我们应该看到，同意理论与公平原则的缺点

是对应的。首先，同意理论中的 “默认的”与公

平原则中的 “自愿的”是对应的。一个国家或政

府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实际同意，同意理论只能

依赖于默认的同意，而默认的同意类似于强词夺

理。同样，公平原则依赖于人们对源自国家的利

益的接受是自愿的，而由于很多利益具有不可排

他性，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区分哪些利益的接受

是自愿的、哪些是不自愿的。其次，同意理论中

的 “同意”与公 平 原 则 中 的 “选 择”是 对 应 的。
同意理论诉诸人们的同意，为了得到最大程度的

同意，它只好 把 没 有 移 民 他 国 算 作 同 意 的 表 示。
公平理论诉诸人们的自由选择，利益是可以选择

的，而国家是没有选择的，但只要人们没有移民

他国，这就会被看做是选择的表示。
上面的分析会产生一个疑问：同意理论与公

平原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合法性理论，它们的缺

点为什么是对应的？我认为，同意理论可以蕴涵

公平原则，而公平原则可以被看做是同意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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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弱式。我们从两种理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这

一点：同意理论要求的是，一个国家或政府应该

得到所有人的同意；公平原则要求的是，在其他

人同意政府权威的情况下，你也应该同意政府的

权威。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同意

理论表达了一种民主的合法性，政府的权威来自

于其所有公民的同意。但是，要求政府得到所有

公民的同意，这是不可能的。在实际的社会生活

中，同意 只 能 意 味 着 民 主 的 “多 数 决 定”。在 这

种情况下，政府的权威能够合法地及于不同意的

“少数”吗？公平原 则 实 质 上 解 决 的 正 是 这 个 问

题：如果多数人同意了政府的权威，那么少数人

也具有服从的义务。
同意理 论 与 公 平 原 则 是 具 有 相 同 性 质 的 理

论：它们都基于人的自主性，都诉诸个人的自由

选择，本质上都依赖于公民的同意。在这种意义

上，它们所要求的合法性都是程序性的。因为同

意理论与公平原则具有相同的性质，所以它们具

有对应的缺 点。如 果 我 们 的 上 述 分 析 是 正 确 的，
即同意理论蕴涵了公平原则，那么为了简便，在

下面的论证中我们将只考虑同意理论。
同意理论的优势在于它适合于纯粹的哲学思

考，是哲学家通过反思构造出来的。但是，这种

理论违反我们的政治直觉。按照我们的直觉：如

果一个政府是好的，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尽管在

“什么样的 政 府 是 好 的”问 题 上 可 能 存 在 争 议，
但我们一般不会认同相反的观点：如果一个政府

是合法的，它就是好的。同意理论的拥护者可能

辩护说，“合法性”与 “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

问题，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按照同意

理论，一个政府只要得到了人们的同意，而不论

其多么无 能 或 腐 败，它 都 是 合 法 的。无 论 如 何，
这是没有道理的。这里的直觉是：如果一个自称

其权力来自人民的政府没有为人民做事的能力或

者自身贪污腐败，那么，无论它是以什么方式产

生的，都不具有合法性。
同意理论不仅违反我们的直觉，而且它也缺

乏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能力。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

应该一身二任：它是一种辩护的理论，为某种形

式的国家或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它也是一种批判

的理论，对现实的国家或政府提出了批评。当面

对一种专制社会的时候，同意理论具有批判的能

力，它能够以没有得到人民的同意为理由对这样

的国家或政府提出批评。但是，当它面对的是成

熟的民主社会时，而这种社会的政府是按照民主

的合法性建 立 起 来 的，它 就 失 去 了 批 判 的 能 力，
无论这种政府 因 其 无 能 或 腐 败 是 多 么 值 得 批 判。
同意理论 对 现 实 社 会 中 的 这 种 普 遍 现 象 无 能 为

力：一个政府只要是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无论

它现在多么不得人心，它仍然是合法的。同意理

论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次选举，而下一个选出的政

府仍然可能同样不得人心。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合法性问题。按照

同意理论，我们可以把目前全世界的国家分为两

种。一种是符合同意理论的国家，它们大多是西

方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从

而具有民主的合法性。另一种包括大多数的非西

方国家，它们不是按照同意理论建立起来的，也

没有民主的合法性。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实

行代议制民主，取决于很多条件，如有利的政治

传统、健全的法制、成熟的政党制度、人民的意

愿、公民 的 文 化 和 教 育 水 平、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等

等。在一个不具备相关条件的国家，是很难甚至

无法实行代议制民主的。这就促使我们思考这样

一个问 题：如 果 一 个 国 家 目 前 还 不 具 备 相 关 条

件，从而还无法实行代议制民主，那么，它的政

府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合法性？这里的

直觉观念是：如果一个政府是好的，那么，它起

码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即使它不是按照

代议制民主的程序产生的。
让我们再换一种方式来思考合法性问题：在

什么情况下同意理论才能够是正确的。让我们首

先假设，同意理论是正确的，即一个政府只有得

到了所有人的同意，它才具有合法性。这种同意

理论 面 临 两 个 困 难。第 一，要 得 到 所 有 人 的 同

意，这不太可能。第二，要得到所有人对国家或

政府的明 确 表 达 的 同 意，这 更 不 太 可 能。因 此，
自洛克以来，主张同意理论的理论家都诉诸 “默

认的同意”。因为同意是 “默认的”，所以它无需

任何一 个 人 表 达 出 来，更 无 需 所 有 人 都 表 达 出

来，这样就克服了上面两个难题。但是，如果这

种 “默认的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成立，这

显然是一种强词夺理。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它

只能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才能成立。它在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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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能够成立？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只有当人

们面对的是一个 “好政府”的时候， “默认的同

意”才能够成立。
在上面的分析和讨论中，我们有三种基本的

思考：第一种思考认为，一个政府即使是按照同

意理论建立起来的，如果它不是一个好政府 （无

能或腐败），那么它也不具有合法性；第二种思考

揭示，一个政府即使不是按照同意理论建立起来

的，如果它是一个好政府，那么它起码具有某种

程度的合法性；第三种思考主张，即使同意理论

是正确的，它也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即人们拥有一个好政府。三种思考聚合于一个焦

点，即 “好政府”。那么，什么是 “好政府”？
“好政府”就是 “善治”的政府。善治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中的 “治”是一个古老的词，据说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而且在英语中已经使用几百

年了，尽管它 的 流 行 是 比 较 晚 近 的 事。［９］这 个 词

的应用范围很广，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各种多

边国际机构到公司、学术团体和非政府组织，都

在频繁地使用它。这个词的意义也非常复杂，有

政治学上的 和 公 共 管 理 上 的，也 有 其 他 方 面 的。
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对 “善治”这个概念的含

义持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而且不同的学

者也在强调它的不同方面的意义。
要理解一个概念的意义，与其纠缠于这个概

念的含义，不如看它的用法，看它所针对的是什

么。善治这个 词 在 当 代 的 流 行 与 世 界 银 行 有 关。
世界银行１９８９年发表了一个关于非洲的发展 报

告，指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着治理

危机，所 针 对 的 是 公 共 服 务 部 门 的 效 率 低 下 问

题。［１０］从那以后，治理一词得到了广泛应用，既

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也应用于西方发达国家。
应用于西方发达国家，善治针对的是福利制

度。［１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建立

起了福利制度，公共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

例不断增大。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 建 立 起 来 的 国 际 金 融 体 系 开 始 逐 渐 崩

溃，福利 国 家 的 机 构 过 于 庞 大，财 政 上 负 债 累

累，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

现的私营 企 业 国 有 化 相 反，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在８０
年代出现 了 国 有 企 业 私 有 化 的 潮 流。８０年 代 至

９０年代，经 济 合 作 组 织 和 世 界 银 行 多 次 发 表 报

告指出 西 方 各 国 存 在 的 问 题：政 府 花 钱 大 手 大

脚，导致财政危机；福利制度不当，鼓励人们逃

避劳动；政府机构臃肿，行政人员过多；公共开

支过大，导致资源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善治意

味着：削减公共开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

冗员，改革福利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在这种意

义上，善治在于提高效率。
应用于发 展 中 国 家，善 治 针 对 的 是 政 府 能

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和拉丁美

洲国家，政权极不稳定，社会充满危机，暴力犯

罪不断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犯罪集团 （如贩

毒集团）对政治和经济进行强有力的控制。［１２］特

别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有严重的问题，如官僚机构

臃肿、缺少 法 治、裙 带 主 义 成 风、决 策 暗 箱 操

作、官员严重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等等。善治要

求这些国家进行能力建设，实行法治，增强管理

能力，提高 政 府 效 率，增 加 政 府 决 策 的 透 明 度。
虽然善治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问题，但在

能力建设中不仅要提高政府的效率，而且要健全

政府的政治制度，例如实行法治、保障人权、健

全规则、惩治腐败等。
虽然善治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

出了不同的要求，但在其应用中都具有政治上和

行政上的意义。在政治意义上，善治要求国家应

该实行法治，保障人权。实行法治，就要具有独

立的司法机构，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所有

人 （特别是政府官员）都应该尊重法律，遵守法

律。保障人权，不仅要把人权列入宪法，成为公

民的宪法权利，而且各级政府官员都要尊重公民

的宪法权利，不得侵犯。在行政意义上，善治要

求政府提高效率，履行职责。提高效率，就要精

简机构，裁减冗员，该管的事情一定要管好，不

该管的事情 则 交 给 市 场、企 业 或 者 非 政 府 组 织。
履行职责，就要分清职责，对人民的要求做出迅

速反映，而且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四、善治的合法性

按照正统的西方政治哲学，政府的合法性来

自于民主的程序，来自于人民的同意。虽然民主

意味着人民的统治，但在代议制民主中，实际上

的统 治 者 是 少 数 政 治 精 英。另 外，在 民 主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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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些政治精英为了能够当选，从言语到行动

都试图讨好选民。这样，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面

临双重 危 机：政 治 精 英 的 专 权 和 政 治 领 导 的

削弱。
精英政治削弱了政府对人民的责任，导致民

主的弱化。按照民主理论，统治者是由人民选举

产生的，其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所以统治者应

该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对人民负责。民主的理

论是一回事，民主的实践是另外一回事。在当选

之前，人民及其同意对于政治精英具有压倒一切

的重要性；在当选之后，人民及其同意对于他们

的重 要 性 就 严 重 贬 值 了。在 现 实 政 治 中，一 方

面，人民的主权蜕变为几年一次选举统治者的权

利；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政治精英对国家权

力的使用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虽然民主制度对

统治者的权力也都设置了限制，但由于这些限制

通常非常宽泛，而且不是十分有力，这就使政治

精英仍然保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决定权［１３］（Ｐ１１３），从

而也 为 滥 用 权 力 甚 至 贪 污 腐 败 留 下 了 充 分 的

余地。
民主选举产生出投机的政治家，导致政治领

导的弱化。由于政治精英必须赢得选民的选票才

能当选，因此，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者往往倾

向于讨 好 选 民，善 于 迎 合，目 光 短 浅，见 风 使

舵，领导能力低下，缺乏雄才大略。出于这些原

因，一些民主理论家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西

方各民主国家成为优柔寡断、目光短浅、效率低

下和大量超支的范例。［１４］（Ｐ１７０）如 果 人 们 默 认 民 主

的选举 程 序 只 能 产 生 平 庸 甚 至 低 下 的 领 导 者，
那么民主作为 一 种 政 治 制 度 就 会 慢 慢 失 去 对 人

们的吸引力。这 意 味 着 不 仅 要 建 立 民 主，而 且

要提升民主。选 举 不 仅 意 味 着 选 择，而 且 还 应

该意味着选优。当 选 之 前，竞 选 者 不 应 该 用 讨

好民众来获得 选 票，而 应 该 用 能 力、资 格 和 政

绩来赢得选票。当 选 之 后，领 导 者 不 仅 应 该 对

人民负责，回应 人 民 的 要 求，而 且 还 应 该 具 有

独立负责的精 神，以 人 民 的 长 远 利 益 为 重，对

国家负责。
如果说前一种危机的实质在于民主，那么后

一种危机的实质则在于善治。对于任何一个政府

来说，民主要求政府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意，善治

要求政府应该有能力履行其职责。民主的政治程

序使政府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但政府仅仅

获得民众的选票同意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表明自

己足够 称 职。人 民 在 选 举 中 授 予 统 治 权 力 的 时

候，包含了对 政 府 能 够 很 好 履 行 其 职 责 的 期 望。
如果政府在执政期间违背了人民的期望，没有很

好地履行其职责，那么人民有权利撤销对政府的

同意。由于宪 法 对 定 期 的 选 举 有 时 间 上 的 规 定，
所以从法律上说，人民只能在下一次选举中用选

票来表明自己的意愿。即使在两次选举之间人民

无法随时撤销对政府的同意，政府依然保有其权

力，但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却因其没有满足善治的

要求而被削弱了。简言之，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产

生了危机。
无论是作为同意理论还是作为民主实践，民

主的合法性都面临着各种困难。尽管如此，我们

仍然可以承认同意是合法性的一个来源。另一方

面，对合法性问题的三重反思使我们聚焦于 “好

政府”，即善治应该成为合法性的另外一个来源。
如果我们的论证是合理的，这意味着政府的合法

性应该有 两 个 支 点：一 个 是 同 意；一 个 是 善 治。
人民的同意是通过民主政治表达出来的，是通过

定期选举表达出来的，是通过把选票投给谁 （政

治家或政党）表达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同意

是一种程序的合法性，而政府凭借民主的政治程

序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善治是通过政府履行其

职责表达出 来 的，是 通 过 良 好 业 绩 表 达 出 来 的，
是通过满足了人民的合理期望表达出来的。在这

种意义上，善治是一种实质的合法性，而政府通

过满足人民的愿望拥有统治的合法性。同意和善

治是合法性的两个组成部分：同意作为程序的合

法性来自于民主政治；善治作为实质的合法性来

自于政府卓越地履行其职责。一个政府是完全和

充分合法的，既要获得人民的同意，也要满足善

治的要求。
我们知道，传统的合法性理论中占统治地位

的是同意理论。这种同意理论导致两个推论：首

先，只有通过 民 主 政 治 产 生 的 政 府 才 是 合 法 的；
其次，任何不经民主政治产生的政府都没有合法

性。在上述讨论中，我们是用两条标准来衡量政

府的合法 性，即 同 意 和 善 治。按 照 这 两 条 标 准，
前面的两个推论都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一方

面，并非所有通过民主政治产生的政府都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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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因为它可能没有满足善治的要求；另一

方面，不经民主政治产生的政府也能具有某种程

度的合法性，因为它满足了善治的要求。
这意味着善治与合法性的关系有两方面的意

义：从否定方面说，善治对传统的合法性理论提

出了批评，因为一个得到人民同意的政府仍然可

能没有履行其职责；从肯定方面说，善治对合法

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论证，它要求一个政府不

仅要产生于合法的程序，而且也要履行好其职责。
善治是衡量政府之合法性的一个标准，而同

意是另外一个标准，这样，一个政府即使没有满

足同意的标准，它也有可能满足善治的标准。一

个国家没有民主的政治传统，其政府也不是通过

代议制的民主选举产生的，从而也不具有同意的

合法性。但是，如果它能够很好地履行职责，满

足人民 的 合 理 期 望，那 么 它 就 具 有 善 治 的 合 法

性，尽管这种合法性不是完全的和充分的。我们

应该看到，实行民主政治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一

个国家既没有民主的传统，目前也不具备实行民

主的各 种 条 件，那 么 它 不 可 能 获 得 同 意 的 合 法

性。它不可能获得同意的合法性，但它却有可能

做一个得到同意的政府所做的事情。
这里的观点是：如果一个政府满足了善治的

要求，那么它就具有了合法性。让我们再强调一

遍，这是某种程度的合法性，或许这也是目前某

些国家所能够得到的最高程度的合法性。现在的

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说一个政府满足

了善治的要求，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我

认为有五个条件。假如一个政府满足了以下五个

条件，那么它就满足了善治的要求，从而具有善

治的合法性。
第一，实行法治。善治以法治为前提，没有

法治就谈不上善治。首先，法治要求国家以法律

为最高权威。在一个国家之内，法律的权威是至

高无上的，任何权威都不能超越于法律。法律是

最高的准绳，所有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公民个

人都必须服从法律，遵守法律规定，履行法律义

务。其次，法 治 要 求 “在 法 律 面 前 人 人 平 等”。
一方面，所有公民都要服从法律，不允许任何人

拥有法律特权，在这种意义上，任何人都不能凌

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所有公民都有权得到

法律的平等 保 护，利 用 法 律 来 维 护 自 己 的 利 益，

在这种意义 上，任 何 人 都 处 于 法 律 的 保 护 之 下。
最后，所有公民特别是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要尊

重法律。对法律的尊重是法治必需的条件，它是

法治的道德。没有对法律的尊重，即使有再好的

法律，也不会得到切实的执行。
第二，保护人权。一般所说的人权，是指个

人所拥有的对于自由、平等、生命以及其他一些

东西的权利。关于人权，有人认为是人的自然权

利，有人认为是人的道德权利。无论是作为自然

权利还是作为道德权利，人权要得到保护，都必

须被列入宪法，成为宪法权利。一个国家不仅要

把这些基本的人权规定为宪法权利，而且要落在

实处，真 正 尊 重 人 权，确 保 政 府 自 己 不 侵 犯 人

权，也保护所有公民免于被侵犯。
第三，实现社会正义。正义是社会的重要价

值，也是善治的目的。社会正义不仅要求政府公

平地对待所有公民，而且也要求政府积极帮助那

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人们。政府公平地对待所有公

民，这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政府要尊重 “应得”。
按照 “应 得”，在 初 次 分 配 中，某 些 人 没 有 得 到

他们应得的报酬，或某些人得到了他们不应得的

报酬，这都是不正义的。即使人们在初次分配中

都得到了其 “应 得”，但 是 也 会 存 在 宏 观 的 不 平

等问题，例如，人们之间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

化严重。这种严重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而这种

不正义集中体现在弱势群体身上。弱势群体是最

需要政府帮助的人。这样，社会正义要求政府矫

正这些不 平 等，缩 小 贫 富 差 别，防 止 两 极 分 化，
也就是说，要帮助弱势群体。为此，政府应该建

立相应 的 制 度 和 政 策，特 别 是 各 种 社 会 保 障 制

度，如失业、医疗、退休等福利制度。
第四，提高政府效率。实行法治、保护人权

和实现社会正 义 是 善 治 的 间 接 要 求 或 背 景 制 度，
而善治最直接的要求就是提高政府的效率。在某

种意义上说，善治概念就意味着效率。政府的效

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责任。政府切实

履行好自己的责任，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而该

管的事情一定要管好。其次是反应。政府对人民

关心的事情要敏感，对关系到民众的重大事件应

做出迅速的反应，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再次是

效果。政 府 要 有 效 利 用 各 种 资 源 特 别 是 财 政 收

入，不仅杜 绝 贪 污 腐 败，而 且 也 杜 绝 铺 张 浪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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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财 政 收 入 和 支 出 应 得 到 切 实 的 限 制 和 监

督。最后是透明度。政府的规则、规章和政策是

公开的，决定事情的过程是透明的，人民拥有充

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第五，社会功能多元化。政府要包办所有事

情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分清职责，哪些事情是

由政府负责的，哪些事情不是由政府负责的。这

里的关键在于，政府在减少自己的功能时，不是

推诿责任，而是把某些社会功能交给更合适的机

构或组织。例如，对于环保事业、慈善事业和救

灾行动 等 等，某 些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志 愿 者 更 有 经

验，更具备 专 业 知 识，从 而 更 善 于 做 这 些 事 情。
政府 应 该 相 信 它 们，而 不 是 怀 疑 它 们；支 持 它

们，而不是 压 制 它 们；鼓 励 它 们 做 更 多 的 事 情，
而不是限制它们做更多的事情。

要满足以上 五 个 条 件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情。
但是，如 果 一 个 政 府 能 够 满 足 善 治 的 这 五 个 条

件，那么它就具有了善治的合法性。无论是基于

理论的理由还是实践的理由，我们都应该鼓励政

府追求这种善治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１］［１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Ｄａｈｌ．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２］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６．
［３］　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４］　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５］　Ｈ．Ｌ．Ａ．Ｈａｒｔ．“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５５ （６４）．
［６］［７］　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９］　Ｂｏｂ　Ｊｅｓｓｏｐ．“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８ （１５５）．
［１０］　Ｄａｖｉ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Ｔｏｍ　Ｙｏｕ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４，４２ （１）．
［１１］　Ｆｒａｎｏｉｓ－Ｘａｖｉｅｒ　Ｍｅｒｒｉ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８ （１５５）．
［１２］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Ｈｅｗｉｔｔ　ｄｅ　Ａｌｃáｎｔａｒ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８ （１５５）．
［１４］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ｒｔｏｒｉ．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Ｃｈａｔｈａｍ，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７．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ＹＡＯ　Ｄａ－ｚｈ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　１３００１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ｍ－
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
ｍａｃｙ．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ｎｏｔ　ａｌ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ａｓ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ｔｏ　ｓｏｍｅ　ｄｅｇｒｅｅ，ａｓ　ｔｈｅｙ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ｆｕｌｌｙ　ａｎｄ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ｂｏｔｈ　ａｇｒｅ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

（责任编辑　李　理）

—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