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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法律思想研究会2011年年会，于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在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召开。
会议主题是“西方法与国家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围绕这一主题，从民族国家的法律理论、法
律与主权理论、国家理性建构理论、西方法与国家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法与国家理论和实践的
中西比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研讨。
《西方法与国家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2011年年会论文集》就是在这次
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的汇编。
本书由吴玉章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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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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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民族与“民族性法”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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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密、良心自由与现代合法性的困境
 ——法哲学视野中的告密者难题
 近代自由理论的启蒙意义
 论密尔的自由主义法律观及其启示
 法律父爱主义的正当性
 自由主义正义观解析
 哈耶克的正义理论研究
 “自由人”的法哲学解说——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历史逻辑
解“中外”之辩
 何种之私——宋代私有财产保护说略(论纲)
 清朝帝制与美国总统制的思想碰——以裨治文和《中国丛报》为研究视角
 人道司法观与中国现代刑事政策的转变
 应对道德两难的挑战——儒家美德伦理学对西方法律职业伦理的超越
 民+万民的二元结构与“以天下为一家”——罗马法与汉法的不同心态
 从苏俄法到西法：学习与超越——王亚瑾教授访谈录
 西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阅“古今”之书
 试着了解：竹内好和他的书
 《司法之镜》中体现的宪政思想
 人生“言语”忧患始——《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译后
 描述·解释·构建——法社会学方法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运用
 论社会形态与政府动力学——《社会契约论》中的自我与社会
 埃利希法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法社会学原理》为中心
 格劳秀斯的国家主权学说
 法权的缘起与归宿——承认语境中的费希特与黑格尔
 功能主义比较法的发展
 论自然法与西方人的想象力
 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2011年年会会议综述——西方法与国家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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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治二元论”视野中的新加坡土地征收制度（1966-2007）　　新加坡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包
括《土地征收法》、《规划法》、《土地管理局法》、《土地财税征收法》以及土地征收纠纷调处机
制等。
该制度框架内的基本法是《土地征收法》。
　　（一）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与实质法治　　实质法治场域中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是指新加坡社会涉
及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土地征收权的多元价值观念在既定民主程序和法律规则范围内有序博弈，并通过
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整合，融人宪法、法律文本的理念和行为的总和。
土地征收领域的实质法治建设则特指新加坡执政者结合本国国情之变迁，与时俱进，使土地征收法律
制度逐渐向更为尊重人权与自由、更显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的具体实践。
　　1.立法精神　　1）依据制定法规制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私人财产权未人宪　　1966年制定
《土地征收法》时人民行动党政府关注的焦点是，为吸引外资，振兴新加坡经济，解决严峻的失业问
题引发的社会动荡，必须大规模发展公共基础设施。
但新加坡土地资源极其稀缺，国有土地在当时更不足49%，加之新加坡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举步维难
。
大幅度地提升土地国有化份额以利于土地稀缺资源的集约化运作，成为了竞选上台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的基本国策。
其中的实质法治建设重要举措是，在1965年下旬制宪时由人民行动党拥有绝大多数议席的新加坡国会
刻意回避了“财产权入宪”的呼声。
　　作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邦州（1963.9-1965.8），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原本对新加坡具有约束力。
联邦宪法承继了英国法统，对私人财产权予以明确保障，其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私人财产权属
于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征收私人土地必须给予公正补偿。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时任内阁总理李光耀在紧随其后的制宪过程中，以
“不符合新加坡国情”为由，否定了英国宪法学家受邀草拟的包含了诸多人权保障条款的宪法文本，
其中就涉及到了私人财产权的保障。
在“私人财产权是否入宪”的国会辩论中，反对党议员强调应严格遵循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的普
遍宣言》，将“不得武断地剥夺私人财产”纳入新加坡成文宪法，但未被制宪委员会采纳。
宪法学家克哈布拉尔（N. KHUBLALL）认为，从立宪背景和立法设计来判断，私人财产权未入宪的事
实意味着“新加坡政府试图规避所欲推行的以低补偿为宗旨的土地征收法可能引发的违宪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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