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曲折 磨难 追求（上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曲折 磨难 追求（上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301171165

10位ISBN编号：7301171161

出版时间：2011-2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学术论文集》工作小组　编著

页数：全2册

字数：151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曲折 磨难 追求（上下册）>>

内容概要

　　由《当代中国法学名家》编辑委员会和华东政法大学共同主办、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协办的以
“曲折·磨难·追求——新中国法学六十年”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暨华东政法大学复
校三十周年庆祝大会隆重开幕了。
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高铭暄教授、江平教授、陈光中教授、马克昌教授、应松年教授、巫昌祯教授
等近二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学科的法学大家云集华政，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共同回顾了新中国
法学六十年的曲折历程，并探讨展望了新中国法学的未来发展之路。

　　除了大会主题论坛外，本次论坛还举行了以下12个分论坛：共和国的辉煌与法学教育、新中国刑
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商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民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民法学
研究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国际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新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与展望、新中国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法理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法律史学研究
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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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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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来我国劳动法的发展与展望
　　论中国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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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本来意义的合作社——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合作社立法
　　“农村资金互助社”法律规范之缺陷分析
　　从纳税人权利保护角度谈我国《税收征管法》的修改与完善
　　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成果之人宪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法新课题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执行财政货币政策加强法治保障——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金融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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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六十年
　　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松原市两级法院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情况调查
　刑事诉讼法学
　　新中国建立初期司法改革运动评说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刑事司法人权三十年
　　《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几组关系
　　我国少年审判机构改革历程回顾与展望
　　刑事辩护的现代法治含义解读——兼谈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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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所式法律教育，一门深受学生青睐和欢迎的法学课程——来自福州大学阳光学院诊所式法律教
育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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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点是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现有关于习惯的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是个别性规定，并不能作为一般性规定。
这样，法律上的个别性和专门性的规定能不能普适化，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所谓普适化就是不要只局限在相邻关系，能不能扩大到所有的民事行为领域？
能不能扩大到所有的商事行为领域？
再往前推，能不能扩大到行政、刑事审判领域？
在整个司法领域中，习惯能不能成为重要的规范？
人们会问，刑事审判怎么会和习惯有关系呢？
其实是有关系的，某些人的犯罪动机和原因是和习惯有关系的，如果能够把习惯作为刑事司法的考量
因素，对其定罪量刑是有影响的。
司法解释也一样，司法解释只是解决了彩礼的退赔问题，能不能扩大到其他领域？
当然实践中有些法院突破了这些规定，如姜堰市法院搞的制度，其实是在突破，这种突破有没有合法
性的根据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他们关于彩礼的规定，认为司法解释要尊重当地习惯，而当地的习惯是：男方反悔的时候，按照当地
的习惯彩礼是不退的，女方反悔则要退。
这种情况下退多少就是比例问题，在这个比例问题上，他们制定了依当地习惯退赔的标准，按照这个
标准去裁决彩礼退赔问题。
他们有三年的调查，有57件彩礼退赔案件，调撤率达到82％，没有一件上诉的。
那么能不能让习惯进入大司法领域？
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我们可以根据最终目标一步步来。
最终的目标是整个进入立法，但是从阶段性来讲有阶段性的安排。
第三个问题是最重要也是最集中的问题。
就是当法律把习惯作为一种规范依据确立进入法律之后，还是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因为习惯存在多面性，我们不能把所有习惯都拿来作为裁判依据。
习惯中也有很多残酷的东西。
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中国有“同姓不婚”的习俗，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村子有一对姓刘的男女相恋，实际上已经出了“五
服”之外了，但由于他们是同姓相恋，而且男的把女的叫做姑姑，家族认为是奇耻大辱，反对他们相
恋，后来两人消失了，不见了，村子里人以为他们私奔了。
后来一个工作队到村里去工作，农民挖山的时候挖出来一具尸体，发现就是其中一个人。
经侦查，是当年因为反对他们同姓结婚，家族召开会议，村党支部书记还是他们家族的首领，他们开
会决定把这两个人杀死，执行的是男女双方的父母，而且杀死之后把他们分别埋在山坡的两边，让他
们死了之后也不能在一块。
这样的习俗能认同吗？
所以我们说习惯是多样的，它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判断的问题。
习惯在立法上确认了，但其内涵是与法律不一样的。
立法时可以规定“按照当地习惯”。
法律中的习惯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空壳，只有进到具体的事件中，空壳里才能装满具体的内容。
法律是非常明确的，如民事法律、刑事法律都非常具体和明确，而习惯不同。
必须针对具体的纠纷和事项我们才知道具体的习惯是什么。
这样一来，当法律确认了习惯的法律地位之后，我们还要面对判断的问题。
由谁判断？
因为习惯具有多面性、多样性。
多数人认为应交给法官进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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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占主流的一个思路。
但是在中国，如果把这个判断权力交给法官，就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如果我们对习惯没有确认，那么不同的法官对习惯的确认是不一样的。
所以姜堰市法院是采用由法院来制定文件，对习惯进行具体规定。
就是对所有的习惯进行调查，然后由法院通过制定文件来取舍。
根据当地的习惯规定男方反悔的时候退多少比例，女方反悔的时候退多少比例，用比例来作出规定。
当出现这样的案件时，大家都能接受，因为这个规定本身来自于民间，为民间接受。
所以回到判断的问题，应通过规范性的方式把相应习惯相对确认下来。
当然这里会有很大的漏洞，因为你再确认，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不过习惯的引用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所有的问题都由习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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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曲折 磨难 追求: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学术论文集(套装上下册)》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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