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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中叶，比较法学在欧洲兴起，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
1900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法大会，既总结和展示了19世纪比较法学研究的成果，又将
比较法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法学在西方有了长足的发展，比较法研究早已超出早期
主要立足于本国立法实践的需要而进行规范比较的视野和范围，有了法律的功能比较、文化比较以及
法律的综合研究和法律的跨学科比较研究等重要进展；比较法学不仅致力于寻求世界法律的共同性，
而且，对世界法律及其文化基础的异质性也给予了极大关注；比较法学不仅对法律制度体系进行比较
，而且，以此为基础，在更深层次上提出了独特的学术理论和思想，在法律移植、法的全球化等重大
理论问题上都有独到的建树。
比较法学在当代西方，是法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无论是在法学研究还是在法学教育中，都
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将比较法学作为法学教育体系中的一门课程讲授，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1915年，东吴大学法学院首开比较法教育之风，对法学院学生同时开设中国法、大陆法和英美法的一
系列相关课程，并将国内法教学建立在与英美法及大陆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东吴法学院力倡为完善中国法制而研究外国法，其比较法学教育之特色，不仅提供了法学教育的世界
性视角，而且使东吴法学教育影响中外、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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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法总论》是一本法学专业基础课教材。
本书介绍和阐释了比较法基础理论，以世界主要法律体系的比较为基本线索；分析了世界主要法律制
度之历史传统和当代形态及其异同，并立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和世界法律发展状况，探讨了当代
比较法学所面临的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法律多样性与法律全球化等基本理论问题。
　　本书从比较法学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每章有重难点提示和思考题，全书体系脉络清晰。
分析论述简明；既反映了比较法学的最新知识和研究成果，又有作者的独立探讨和见解，提供了对世
界法律进行比较分析的宏观视角和基本理论框架。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学生，也适合于对比较法学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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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较方法在各学科的运用无所不在，比较法学也一定要运用比较方法，但作为法律科学的比较法，它
和各法学学科中比较方法的运用不同。
法国比较法学家莱翁丹·让·康斯坦丁内斯库指出，适用比较的方法而得出的知识，可能有各种用途
：有的知识是理论性的；有的是实践性的。
科学则是一种把一个特定领域内得出的知识加以整理和分类、从而解释和理解这些知识总和的方式。
比较法学就是要对一个实际情况的未知部分进行考察，去发现事物之间的真正关系，即发现各种法律
制度与秩序之间的真正关系，从而使这一部分成为可认识和可理解的。
比较法学是对不同国家法律制度或不同法律体系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对这些制度或体系的总体评价，
获得对这些不同法律制度或体系的系统知识。
这种系统的法学知识是从其他法学部门中无法获得的。
比较法学“要把用比较方法得出的有关知识结合起来，加以整理和分类，使之构成一个紧密的、独立
的、具有特有的目的和范围的整体。
”而不是局限于对单个制度或文本的比较。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比较法不仅是比较方法学，而且包含了普遍性的比较法科学的属性。
或者换句话说，比较法既是法学研究的方法，又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
三、比较法学与相关法学学科的关系比较法同法学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何？
它何以同法学的其他学科区别开来？
这是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
了解比较法与法学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比较法是有意义的。
比较法与法理学。
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它主要研究法学和法的最一般、最基本的知识和原理。
法理学研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而对法学其他学科的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法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概念、原理原则、法律的渊源、法律的分类、法律发展规律和模式等也都是比较
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同的是，法理学阐释法和法学的一般理论问题，而比较法学则运用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不同国家法律的起源、法律概念、原理原则、法律渊源、法律分类、法律制度等的研究，提
供系统的法律比较知识。
同时也为法理学的理论抽象和研究提供坚实广博的基础，使法理学理论能够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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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法总论》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法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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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