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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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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稿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院组织的一批关于诉讼法学专业的演讲，演讲者为本专业知名学者和
专家，主要收录了关于民商法学的讲演稿，包括《赵荣之：专利在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的思考》《侯
国跃：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及“西南的立场”》《刘云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以公法与私法的
关系为视角》《孙宪忠、陈小君：中国《物权法》实施与发展之路》《陈苇：论婚内夫妻一方家务劳
动的价值及职业机会利益损失的补偿之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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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01.邓宏光、曹伟：微软“黑屏”事件的法学、社会学分析02.陈苇：和谐社会视野下家事纠纷的人民调
解新机制03.赵荣之：专利在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的思考04.陈苇：构建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国婚
姻家庭法六十年：兼谈中国婚姻家庭新问题之调查研究05.吴长波：火灾公众责任险之解读、评判与建
构——兼评《消防法》第三十三条06.牟萍：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最新发展及我国的对策07.侯国跃：
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及“西南的立场”08.曹兴权：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回应09.孟勤国
：关于制订中国民法典的思考10.胡苷用：文凭、执照在婚姻财产上的归属界定——婚姻法上的雾里看
花11.李佳：法官如何思考知识产权案件12.陈尊旋：美国联邦法院的专利诉讼程序13.刘云生：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研究——以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为视角14.胡长明：中国乡村治理与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
解读15.孙宪忠、陈小君：中国《物权法》实施与发展之路16.刘云生：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法科学
生读书漫谈17.陈苇：论婚内夫妻一方家务劳动的价值及职业机会利益损失的补偿之道附录：《民商法
学讲演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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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此我要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嘉宾的点评。
第一，关于是否应当再强化法院的调解功能。
我认为，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相互之间刚好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刚才朱凡老师说，每个法官一年负责审理的案件是三百多件，每天要审的案件是一件以上，在
这样的情况下，李俊老师还要求加强法院的调解功能，而“弱化”诉讼外的调解。
这可能会使我们的法官不堪重负。
正如我在前面所讲过的，通过诉讼外的调解，可以使大量的家庭纠纷被解决在法院诉讼之前。
因此，对于目前我国大量的家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应当强化法院的调解功能呢？
还是应当加强诉讼外的调解功能呢？
这个道理大家应当是明了的，我在此就不再多说了。
第二.对于朱凡老师说的婚姻法应该回归到民法中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婚姻法有自己的独特性，既然有独特性就应该有独特的机构和专门的人员进行其运作。
这正是近些年来，美国、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等国出现家事法院、家事法庭
、监护法院、遗产法院的原因。
这些国家都是由专门的法院和专门的法官来处理婚姻家庭问题。
正如我国古代社会基于当时的客观原因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同样由于社会
需要等客观原因，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分离，接着婚姻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法律部门的发展呈现出
专门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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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学作为传承人类文明成果和推进社会进步的主要载体，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何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合格人才，是高等院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相对于其他专业而言，由于其人才定位的特殊性，因此法科学生无论就其培养目标还是就其培养模式
都应有别于普通社科类高等院校。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法科学生，首先应该是具有扎实宽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多元的知识结构和深
厚的人文素质，同时还应具有公正不阿的道德情操，并能对我国的国情、民情有适度了解。
具体到民商法的专业特色来说，民商法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法律部门，同时也
是一个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相关的法律知识只有切实应用到社会实践中才具有实际意义。
这就决定了民商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应当单纯钻在故纸堆中或关在书斋中，而应当积极参与到实
践中去，直面现实社会生活。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对学生的培养既要进行系统的法律知识灌输，同时又要进行科学严格的职业技能
训练和职业操守教育，使他们既能掌握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操作技巧，又能秉持法律的
正义精神，且能对社会的发展动态、学术动向和社会生活有深刻了解，以便于日后在司法实务工作中
能够娴熟地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处理社会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服务于社会
，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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