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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
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
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
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
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
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
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
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
终战胜资本主义。
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
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
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
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
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
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
，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
断地得到新的解决。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入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
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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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讲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任何一个时代条件下崭新的社会实践，总是强烈地吁求和催生着思想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
而任何真正符合科学精神的理论，总是深深地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与实践活动中的思考知识
和冀望。
从这一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创新的30年，是中国人民的理论思
维水平和民族智慧不断进发喷薄的30年，也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成
长创新，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30年。
    只有正确地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逢30年发展历程之际，组织出版《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正是为了深入反思、科学总结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的宝贵经验
，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努力提炼、概括哲学社会科学中具
有普遍性、规律性、指导性的重要教益和启示，引导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
这一学术工作，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更快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绝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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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新中国建立(1949)直到“文化大革命”前(1966)，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法学在我国开始兴起并且有初
步发展。
但是，比较法研究的范围十分狭小、片面。
这主要体现在，对外国法的比较研究，基本上是以苏联的法律和法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法学教
育方面，苏联法学教材被大量引进译成中文，包括比较法在内的许多苏联学者的法学观点，广泛而较
深地影响着我国比较法学和法理学的理论观点。
而对于属于大陆法系的法、德、意、日等国和属于英美法系的英、美等国家的法律和法学，则采取抵
制、蔑视和作为“反衬”的批判态度。
在国内当时仅有的几个期刊中，例如中国政法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法学所编辑的《政法译丛》、《政法
研究资料》、《法学研究资料》，刊载外国法和法学的文章内容主要是对苏联法制和法学的肯定性介
绍和研究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法和法学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比较法学和整个法学遭到毁灭性的摧残。
对于被引进的苏联法学和本来就被蔑视和批判的西方法学共同被彻底否定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比较法学才真正地
开始复兴。
自1978年至今的30年，中国比较法学不断地发展着。
(二)中国比较法学30年来的发展状况自1978年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比较法学在过去长时期
形成的单薄、片面、无力的基础上，开始逐渐进入与国外同学科相协调的研究范围和方向。
在研究的内容、范围和方法等方面，一方面能够广泛和深入地探讨国际性的普遍问题；另一方面能够
比较紧密地联系我国具体国情，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建议。
1．中国比较法学对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的状况第一，比较法学者注意比较法学的“传统性的”、至
今在中外比较法学界仍在探讨和争论的基本理论问题，例如，比较法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作用和研
究方法问题。
第二，比较法学者们在其论作中十分注重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法制建设和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际，从全方位的比较视角研究和比较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其他法系国
家的法律及其制度、英美法系以及其他法系国家的法律及其制度，寻找可资借鉴的方面。
主林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宪政建设和法律监督机制诸方面，联系不同外国之间、中外之间的
法律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研究法律移植(或借鉴)与比较法的功能、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法治建设
诸问题。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在近些年先后举行的学术年会所研讨的主题都是围绕
着当代国际比较法研究的热点，又是中国法治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比较法与中国法律
改革问题、契约精神与宪政、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法的功能、当代中国法制进步与比较法、现代法治与
民间社会基础以及比较法视野下的法典编纂与立法等。
第三，30年来，我国比较法研究的范围不断地扩展。
在研究过程中，冲破了以往的“禁区”，对不同法系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或地区)—
—的法律及其法律制度以及不同的比较法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包括两个以上国家法律体系的比较；同
一国家的不同法系法律的比较；本国法与外国法之间或不同的外国法之间的比较等。
在比较法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的进程中，同时又向纵深的层面发展，使许多理论问题分析不断深入。
第四，我国比较法学不仅研究理论问题，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在许多论著中注视对中
外部门法进行比较研究，直到今天，我国比较法学的成果中，包括许多对中外公法、私法以及社会法
的比较研究。
这是因为，在比较法学研究会中，包含了许多研究或教授部门法的专家学者。
第五，我国比较法学者在其论作或科研、教学活动中，越来越灵活地运用比较法各种研究方法，包括
规范比较与功能比较、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文化比较、静态比较与动态比较等。
2．中国比较法学研究的主要成果30年来，我国比较法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其主要著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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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1985)、沈宗灵著《比较法总论》(1987)、沈宗灵著
《比较法研究》(1998)、沈宗灵著《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2002)、沈宗灵、罗玉中、
张骐编《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2000)、沈宗灵、王晨光编《比较法学新动向》、李步云主编《宪
法比较研究》(1998)、江平主编《比较法在中国》(2001年卷、2002年卷、2003年卷、2004年卷、2005年
卷)、刘兆兴主编《比较法在中国》(2006年卷、2007年卷、2008年卷)、江平、朱健著《罗马法基础
》(1987)、刘兆兴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1998)、刘兆兴主编《中德行政法现状》(2000)、刘兆
兴、孙瑜、董礼胜著《中德行政法——与中国的比较》、刘兆兴主编《比较法学》(2004)任允正、刘
兆兴主编《司法制度比较研究》(1996)、吴大英、任允正、李林著《比较立法制度》(1992)、朱景文著
《比较法导论》(1992)、朱健主编《比较法学文萃》  (2002)、高鸿钧著《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
》(1996)、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2000)、何勤华、李秀清著《外国法与中国法——20世纪中国
移植外国法反思》(2003)、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名著述评》(2007)、李秀清著《日耳曼法研究》(2005)
、李秀清著《20世纪比较法学》(2006)、董茂云著《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  (2000)、封丽
霞著《法典编纂论——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002)、韩秀桃著《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2003)、李红海
著《普通法的历史解读》(2003)、张德美著《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  (2003)、程琥著《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2003)、胡建淼主编《世界法院制度研究》(2007)、方立新著《西方五国司法通论
》(2000)、周汉华主编《外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2003)、沈达旺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
上、下册)(1991)、金明焕主编《比较检察制度概论》(1991)等。
我国比较法学者近些年来翻译成中文的当代外国著名的比较法著作主要有(排名不分先后)：  [美]哈伊
著《美国法律概论》，沈宗灵译(1984)；[法]勒内·达维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1984)；[
法]勒内·达维著《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高鸿钧、贺卫方译(1989)；  [
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1992)；[意]朱塞佩
·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凤译(1994．)；[日]大木雅夫著《比较法》，范愉译(1999)；[美]格伦顿
、戈登、奥萨魁著《比较法律传统》，朱健、贺卫方、高鸿钧译(1998)；[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
》，贺卫方、高鸿钧译(2002)；[意]D．奈尔肯编《比较法律文化论》，高鸿钧、沈明等译(2003)；[
德]伯恩哈德-格罗斯菲尔德著《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孙世彦、姚建宗译(2002)等。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列举出的比较法学著作和译著，仅据不完全的统计，还有很多在此漏列的。
比较法学学术论文散见于全国许多论文集、学术刊物之中。
学者们每年发表的论文成果越来越多，在此不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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