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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国家与法的当代中国语境》共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社会、国家与法及其互动关系
。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思维进路，在解析传统的国家主义法哲学和西方自由主义法哲学历史地位
的基础上，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国家和法的一般原理。
重点在于对含有“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以及作为国家回归社
会桥梁的法相关诸问题进行探讨。
第二部分，社会主义社会与”市民社会”。
阐发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脉络，当代中国学界尤其法学界对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社会、国家、法的实质内涵之核心点，是人权及人权与主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其中涉及基本的对应范
畴，包括：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职权与职责。
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实现法治的前提。
第三部分，社会、国家、与法的价值分析。
法的真善美是理解社会、国家与法的新视角。
应当”按照美的规律建造法”，揭示与复现人的“类本质”。
诠释”德治”的历史与理论。
应当承认德治的重要性，但封建社会那种“德治”与今天所说德治本质不同，特别是”德治”不能替
代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地位。
严格审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系。
程序是法治的表现与实现；坚持程序正义并以此达致实质正义的社会整体正义。
要沿循”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径来推进国家向社会的回归。
第四部分，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与法。
和谐社会是历代众人的、理想，但它必定是以人为本的。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法哲学阐释：人性。
自由、权利、个人(人格)地位的凸显。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贯穿依法治国的全部进程，它是法治的灵魂。
除了形式的体系之外，应当进而研究法的实质结构即以人为本的法律体系。
这种法律体系包括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社会法四个部分。
国家和法律秉承公平正义原则，强化民生视角下的社会法，解决弱势全体的利益需求，深化社会保障
机制，引向社会的共同富裕。
第五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成长的理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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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世伦，1934年生，辽宁大连人，1948年参加东北民主青年联合会。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贡献津贴的专家，北京市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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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理论法学的基础课题
第一章 社会、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社会、国家、法及其互动关系：从法哲学视角思考国家向社会的回归
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
二、法在促进国家回归社会过程中的作用
三、附论
第二节 评社会、国家、法的国家主义观念
一、国家主义的衰微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二、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与国家主义
三、司法权力运行中的国家主义影响
第三节 评社会、国家、法的自由主义观念
一、17—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
二、19世纪的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
三、20世纪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第四节 社会主义社会与市民社会
一、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研究进路
二、我国“市民社会”的几个问题探析
三、梅因“从身份到契约”公式引发的法学思考
第二章 社会、国家、法的实质内容：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
.第一节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一、权利与权力的发生
二、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变迁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与权力关系
四、结论
第二节 权利义务关系考察
一、权利义务关系的理论
二、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历史形态
三、简短的总结
第三节 人权的几个对应范畴
一、人权与主权
二、人权与公民权
三、普遍人权与特殊人权
四、自由权与生存权、发展权
五、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
六、观念人权与制度人权
第四节 权利意识与法治
一、法治的核心是实现公民的权利
二、普遍的、高水平的公民权利意识的重要性
三、国家权力必须认真对待权利
四、提高全社会权利意识的基本途径
第五节 职权与职责
一、职权与职责的概念和功能
二、职权与职责产生的法理依据
三、职权与职责的关系：职权本位抑或职责本位
第三章 社会、国家、法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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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法的真善美
一、法之真
二、法之善
三、法之美
第二节 按照美的规律建造法：审美的法思维范式初探
一、传统的法学思维范式
二、法应当复现人的类本质
三、法的形式美和价值美
四、简短的结语
第三节 法律·秩序·美
一、秩序与法律
二、和谐、秩序与美
三、礼法之美
四、法律秩序之美申论
第四节 法治与德治
一、道德与法律关系在中国和西方不同传统社会里的差异
二、“德治”的历史与理论诠释
第五节 法的合理性
一、法的合理性之内涵及其意义
二、法的必然、实然与应然
第六节 程序正义与司法
一、程序正义在司法公正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公正司法必须突出程序正义
第七节 “小政府、大社会”与廉政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
二、“小政府、大社会”与权力腐败的社会控制
三、“小政府、大社会”是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
第四章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与法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
一、“空想主义和谐社会”思潮的启示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三、弘扬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第二节 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考：马克思的理论阐释
一、以人性为本
二、以自由为本
三、以权利为本
四、以个体(人格)为本
第三节 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法治
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依法治国的价值基础
二、法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三、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重构
第四节 以人为本的法体系研究
一、以人为本的法体系
二、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和社会法
第五节 法与社会利益分配
一、和谐社会实现公平原则的法律机制
二、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弱势群体保护与政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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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以民生问题为视角
第六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机制
一、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机制
二、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机制
三、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由保障机制
四、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天人合一机制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成长的18论解读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纲领：邓小平的法治理论
一、反对人治，主张法治
二、法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
三、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
一、依法治国的内涵
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深化
三、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价值基础：以人为本
一、以人为本确定法治的目的性价值
二、以人为本才能真正推动法治的实现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法治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
二、法治保障社会的安定有序
三、法治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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