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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出版社一向以推进法学学术研究为目标，为法律学人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承蒙法律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哈工大法学文丛》这一学术项目的帷幕徐徐拉开，这无疑是哈工大法
学院向学界同行集中展示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拓宽和深入与专家学者交流的一个极好机会。
同时推出这些成果，也是纪念哈工大法学院成立三周年和哈工大法学专业建立十周年的极好形式。
我非常高兴应法律出版社本文丛负责人易明群女士之邀，写几行文字，对哈工大法学院的学术研究略
作介绍，以为本丛书之序。
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哈工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中，哈工大法学院于2005年底正式成立
。
学院现有教职工31名，其中全职教师26名。
学院师资队伍的突出特点是国际化。
首先是师资队伍结构的国际化，拥有15位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国际司法机构、国际学术
组织的海外客座教授群，分别担任学院的客座教授和长期合约教授，这些知名专家学者频繁来学院讲
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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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社会”框架与中国法学研究》主旨是通过反思“国家-社会”框架在中国法学研究中的
确当性和有效性，检视“国家-社会”框架的限度及其理论预设，进而探讨在此框架下展开的中国法学
研究存在的问题。
很多中国法学研究者在运用“同家-社会”框架对中国现实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过程中，并未对框架的限
度和预设保持足够的警醒，反而有神化该框架的倾向。
“国家-社会”框架在中国法学研究中的确当性是西方现代性图式所赋予的，由于该框架在分析和解释
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简单性，致使其解释效力具有有限性。
而且，“国家-社会”框架下的中国法学研究受到西方现代性理念的支配，所以无法切实把握中国的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并且也不能提供一种评价和指引中国的法制建设方向的理论模式。
因此，对“国家-社会”框架以及该框架下的中国法学研究进行反思性研究是必要的。
通过这一反思进路和视角的转换，我们才能洞见到“国家-社会”框架下的中国法学研究的问题所在，
并为其走出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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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瑞雪，吉林大学法学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空间法研究所副昕长。
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和法律社会学。
已在《法制与社会发展》等期刊上发表十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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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问题的建构二、论题的限定三、“国家-社会”框架的来源与内涵（一）“国家-社会”框架
的来源（二）“国家-社会”框架的内涵（三）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概念界定四、分析进路的设定第一
章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与“国家-社会”框架下的中国法学研究述评一、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述评（一）
背景、问题与意义（二）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主要争点及其转向（三）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存在的问题
二、“国家-社会”框架下的中国法学研究之现状分析（一）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观的论争（二）市民
社会与部门法研究（三）“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第二章  西方市民社会及“国家-社会”框架的形成
和发展一、市民社会理论复兴的背景及其概念之分梳二、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及“国家-社会”框架的演
化发展（一）现代性的兴起与欧洲市民社会理论之形成（二）现代性的危机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与
衰落（三）现代性的重建及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四）小结第三章  反思“国家-社会”框架及该框架
下的中国法学研究一、反思“国家-社会”框架（一）反思现代性理念（二）“国家-社会”框架的限
度分析二、反思“国家-社会”框架下的中国法学研究（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的转向（二）“
国家-社会”框架下的中国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l第四章  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为个案的进一步反
思一、“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概览（一）民间法研究成为焦点之缘由 （二）民间法习惯法之概念界
定二、反思“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一）反思“法律文化论”中的习惯法研究（二）反思“本土资
源论”中的民间法研究（三）中国法学论者对“国家-社会”框架的有限反思第五章  展望“国家-社会
”框架与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l一、思维方式的转变二、研究视角的转换三、托依布纳的自创生理论给
我们的启示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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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提倡“过程一事件”的分析策略，他们都把国家和社会关系视为一种过程。
这种在过程和关系中所进行的乡村研究，主要是为了摆脱社会学传统中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从而
更切实地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
相比之下，“国家一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法律研究也存在上述三个方向的研究进路，其总的特征
表现为：1．对国家和社会两个分析单位作了整体化和实体化处理，掩盖了分别发生在国家与社会内
部的差异、分歧、冲突和互动，并且用宏观的框架去分析乡村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尽管梁治平指出：“无论国家与社会还是正式法与民间秩序，所有这些都不是具有明晰边界并且能够
严格区分的内部同质的实体，它们之间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和紧张。
”[1]但是，他仍然认为国家法律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乡土社会被国家的政权力量深刻改
变；他虽然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的非均质的特点，但他仍在“国家与社会有明确边界”的前提下进行
研究；他的“国家／社会连续统论”仍然是传统的整体性和实体性的国家社会观，并未摆脱实体论的
、整体性的宏大研究方法。
2．法学论者主要关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
他们往往将政府制度及其组织看做是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中转化为国家
的正式制度与民间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区分仅仅意味着两种不同制度体系的
区分。
这种制度分析视角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而言，无疑是遮蔽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作用。
3．用国家和社会的内部视角遮蔽了外部视角，也就是说在分析乡村社会法律秩序时忽视了全球化的
大背景，未能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中国法律秩序的形成之影响。
尽管有的论者（如强世功）对法社会学中的“国家一社会”框架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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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漫天飘雪，轻舞飞扬。
在冰城寒冷的日子里，我的第一本专著终于诞生了。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修改而成的。
本书主要探讨“国家一社会”框架与中国法学之间存在的关系，并对这一框架下的法学研究进行反思
性的探讨，以期对我国法学的未来发展有所裨益。
本书的写作前后大约有四年时间，经历了剥茧抽丝般的漫长与艰难，它已然成为我求学生涯的一个见
证。
回想起在吉林大学六年多的读书生活，感慨万千，不知从何说起。
总之，读书讨论使我获得了思想的历练，为人处世使我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邓正来先生，没有他在学业上的指导和帮助，我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
。
同时，我也要感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导师组对我的教导，感谢我的博士同学和邓师门兄弟
姐妹给予我的批评和帮助。
我也要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的赵海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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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社会"框架与中国法学研究》是关于研究“国家-社会框架与中国法学”的专著，书中的主旨
是通过反思“国家-社会”框架在中国法学研究中的确当性和有效性，检视“国家-社会”框架的限度
及其理论预设，进而探讨在此框架下展开的中国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家-社会"框架与中国法学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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