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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并居于先导性的战略地位。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世纪、新阶段，法学教育不仅要为建设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服务，而且要面
向全社会培养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
近年来，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科数量增长很快，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培养层次日渐完善，
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
的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接受法科教育已经成为莘莘学子的优先选择之一。
随着中国法治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法学教育的事业大有可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前
途充满光明。
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育人，在于塑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法学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匠”，而承载着培养追求正义、知法懂法、忠于法
律、廉洁自律的法律人的任务。
要完成法学教育的使命，首先必须认真抓好教材建设。
我始终认为，教材是实现教育功能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法学教材不仅仅是法学知识传承的载体，而且
是规范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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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研究生为读者对象，收集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师、毕业的博士，以及参加中国人民大
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持的“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2008年)、“中外法律体系的比较”(2007
年)和“法律和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2002年)三次国际研讨会的一些国内和国际学者所提交的
论文和发言。
全书共分六章，主要内容包括：比较法的理论和方法；法律移植研究；区域法研究；法律和全球化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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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就法律原则而言，中国近现代宪法上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公民的各项权利
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原则，民商法上的公民个人民事权利能力平等原则、私有财产所有权受到严格保
护原则、合同自由原则、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
则、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刑事诉讼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告不理原则，等等，也都是移植自外国
的法律制度。
就法律的概念与术语等而言，中国近现代法上的法律专业名词，如法律、法学、法医学、法律行为、
仲裁、宪法、民法、刑法、公法、私法、主权、公民、权利、自然人、法人、成文法、所有权、物权
、动产、不动产、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代理等，大部分是由日本人在翻译西文著作时直接创造出来
，后又被我们的前人从日文中吸收过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美国法律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
深，英美法系的许多专有概念和法律术语逐渐渗透和进入中国法律制度当中。
诸如按揭、区分所有权、惩罚性损害赔偿、交易成本、风险、不确定性、最高额抵押、内幕交易、虚
假陈述、信托、反垄断法、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利、知情权、隐私权、产品召回等法律语汇都
直接或者间接通过日本、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进入中国的法律条文当中。
这些概念和用语，至目前事实上已经完全本土化了，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自清末立法改革起，就仿照西方先进国家的做法，建立起西洋式的法律教育体制。
1895年10月，中国第一所近代型大学天津中西学堂开学，其所设学科和修业期限，均系美国人丁家立
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为蓝本设计的。
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其章程明确规定：“仿日本例，定为大纲分列于下：政治科第一，文学科
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
”科下设目：“政治科之目二：一日政治学，二日法律学。
”以后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建立的法律学堂，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创办的综合性大学中的法律院系，从学
业年限、教学手段、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材内容、职称系列、学位授予等，基本上都是从法国、
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中移植而来。
即使到了20世纪末，中国在创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制时，仍然移植了美国法学院的J.D.
培养模式，规定法律硕士必须从非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招收，然后学习3年的法律知识，毕业后
获得法律硕士学位。
不仅如此，法学教育当中的法律诊所、L.L.M学位等，法学研究当中的法经济学、法律与文学、后现
代法学、批判法学、性别法学、种族批判法学等学科在中国也是方兴未艾，体现出中国法律教育和法
学研究同西方交流程度的不断加深。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法学专题研究>>

编辑推荐

《比较法学专题研究》：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包括本科生用书、法学研究生用书、法律硕士研究生用
书和司法考试用书。
这套大型法学系列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组织编写，由曾宪义教授、上利明教授担任总主编。
法学研究生用书的主要编写特色1.学术性。
基于研究生学习以培养学术人才为教学目标的认识，内容上以学科学术体系为框架，强调学术原理性
和学术品味，并注重法学方法论的引导。
2.专题性。
基丁研究生教学大多采取专题讲座、专题讨论形式的教学实际，不再像本科教材那样为了体系的完整
而面面俱到，而是注重以专题形式阐述学术前沿热点问题、重大基本理论问题。
3.指引性。
基于法学研究生应针对问题进行研究的认识，力争为法学研究生提供学科研究路径的指引、基本学术
资料的给养，把读者引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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