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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重视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2005年，教育部以1号文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
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对发展迅速和应用性强的课程，要不断更新教材内容，积极开
发新教材，并使高质量的新版教材成为教材选用的主体”，而且特别强调教材应当“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教材是课程及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在校大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
教材的编写过程本身，有利于教材及时反映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有利于教师改
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增强科研能力。
这都是对教学与科研的反思和总结。
通过教材的编写，还可以促使教师总结教育教学规律，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培养热爱教学和关爱学
生的教育情怀，实现教师、教材与学生三者的有机联结与良性互动。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高等法学教育是国家法治发展的重要依托。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人们对法学教育质量的疑虑，进而促使法学教育工作者
深刻思索如何改革法学教学方式、如何完善法学课程体系等问题。
法学教育必须适应法律职业对法律人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而法学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
展又必须以法学核心课程教材建设为基础。
如果说法学核心课程的确立，是对我国法学教育历史经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对养成法学思维方式所
需基本知识体系的科学总结；那么，编撰高质量的法学核心课程配套教材，就是目前高等法学教育工
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以刘伯承元帅为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
院的法律院（系）成立西南政法学院。
1958年，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又并入我校。
特殊的建校背景，使学校汇集了当时西南地区法学和法律界的主要资源，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政法
类的西南联合大学”。
在我校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多次隶属关系变更。
“文革”期间曾一度被迫停办。
1977年，经中央批准恢复法学本科招生。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中唯一的全国重点大学。
1979年，开始招收法学硕士研究生，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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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进阶（第三版）》主要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细致改造，增加了新的内容，删改了一些旧内
容，特别是把“法与幸福”列入法的基本价值，成为国内率先将之加入教科书的做法。
同时，在最后一章以“法律全球化”作为结语，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思想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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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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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作为法律价值的正义    第四节  通过法律实现正义  第七章  法律与人权    第一节  人权释义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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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释义    第二节  作为法律价值的幸福  第九章  法律与秩序    第一节  秩序与社会秩序    第二节  法律秩
序    第三节  法律的秩序价值第三编  法律方法论  第十章  法律方法    第一节  法律方法释义    第二节  法
律方法的地位与作用  第十一章  法律解释    第一节  法律解释概述    第二节  法律解释的目标与原则    第
三节  法律解释的方法  第十二章  法律推理    第一节  法律推理概述    第二节  法律推理基本方法    第三
节  法律推理运行进程  第十三章  法律论证    第一节  法律论证概述    第二节  法律论证基本方法    第三
节  法律论证的司法过程第四编  法律社会论  第十四章  法律与社会    第一节  社会释义    第二节  法律以
社会为基础    第三节  通过法律控制社会  第十五章  法律与经济    第一节  经济释义    第二节  经济与法
律的关系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律与市场经济    第四节  法律与全球性经济危机  第十六章  法律与政治    
第一节  法律与政治的基本关系    第二节  法律与国家的基本关系    第三节  执政党政策与国家法律  第十
七章  法律与文化    第一节  文化与法律文化    第二节  法律与道德    第三节  法律与宗教  第十八章  法律
与科技    第一节  科学技术释义    第二节  科学技术对法律的影响    第三节  法律对科学技术的作用    第
四节  信息社会的法律新问题  第十九章  法律与全球化    第一节  全球化释义    第二节  法律全球化    第
三节  法律本土化与法律全球化推荐阅读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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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法律方法论人们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改造世界，就
成了方法论。
同样，人们关于法律是什么的根本观点就是法律观；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运用法律，就成了法律方法
论。
所谓法律方法论，就是关于法律方法的一种系统化的理论。
它是整个法理学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首先，在整个法律理论体系中，法律方法论处于由抽象的法律理论过渡到法律实践的中间环节，它将
法律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其作用大致相当于人的关节。
如果没有这些关节，轻者法律理论运转不灵，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重者导致法律理论被悬置高阁，对
于法律实践毫无指导作用。
其次，法律方法对于法律的发展至关重要，它还对于抽象的法律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众所周知，在英美法系，“法律推理”这一重要的法律方法不仅是一种法律适用的方法，它同时也是
一种“创制法律”的方法，它本身就是法律发展的手段。
在大陆法系，“法律解释”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它不仅有保障法律得到正确应用的功能，而且具
有“漏洞补充”与“续造法律”的功能。
在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作为法律方法的“经学方法”与“比附方法”同样具有弥补法律之缺漏、发展
法律的功能。
再次，法律方法论是现代法律理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传统的法律理论一般只是介绍了法律解释方法，对于其他的法律方法普遍不太重视。
而在现代法理学中，法律方法的地位日益突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这与近现代以来哲学领域的“方法论转向”有很大的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理学领域似乎正经历着“方法论转向”，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从抽象的理
论问题上移开，转向司法领域，尤其是法律方法领域，法律方法研究已经成为法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
最后，法律方法论对于法律职业人养成良好的法律思维习惯、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思维水平有很
重要的作用。
由于法律方法是正确适用方法、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因此，法律方法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法律方法体系到底包括哪些具体的法律方法呢？
学者对此争论很大。
因为从广义上讲，法律方法就是法律适用的方法的总称，而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人们为了解决法律问
题，往往会使用很多方法，包括一些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这些方法种类繁多，难以尽述。
本书介绍的是狭义的法律方法，即法律职业者用以解决法律问题的一些专门的技巧的总称。
虽然学界对于这种专门技巧的种类问题仍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本书本着求同存异、删繁就简的宗旨
，主要介绍那些已经得到学界公认的、在实践中广为应用且理论较为成熟的法律方法。
其中主要有：法律解释、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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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法理学进阶》与《法理学初阶》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组编写的一套供大学本科法学专业核
心课程——“法理学”使用的教学用书，连同2008年4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研究生教材《法理学
高阶》，形成西南特色的“法理学教材三部曲”。
《法理学初阶》适用于大学本科一年级学生；《法理学进阶》适用于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法理学
高阶》主要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及法学各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选用参考。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于1979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属于全国最早一
批设立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二级学科。
本学科于1992年被确定为校级重点学科，2000年被重庆市确定为市级重点学科，2003年被批准为博士
学位授权点，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是重庆市“十五”和“十一五”重点学科。
本科专业课程《法理学》于2006年被评为重庆市精品课程，2007年10月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8年1月，教育部批准《法理学进阶》入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西南政法大学历来重视基础学科建设中的学术积累与学术传承。
我校的法学理论学科点在卢云教授、黎国智教授、王明三教授、薛伦倬教授、钮传诚教授、王方仲教
授、李权教授和吴光辉教授等老一辈学者的创建、经营、带动和培养下，师承相继，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
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本学科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教学科研人才，并持续保持着一支年龄结构合
理、理论功底扎实、具有探索精神的学术梯队，在现代法理学、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法哲学、
法律社会学、立法学和西方法理学等学术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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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进阶(第3版)》编辑推荐：阐述基本知识，夯实学生基础；触摸学术前沿，拓展学生视野；注
重实务训练，提高学生能力；设计课后习作，启迪学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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