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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有西，一位有良知、有胆识的法律学者在一系列争议性事件中，他以理性的声音、娴熟的诉辩
技巧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着事件的良性发展，体现着中国律师的良知与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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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有西　浙江宁海人，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
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
1993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班进修行政法。
中国法学会个人会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
委员。
浙江省公安厅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
曾经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公安厅、省高级法院工作，担任省政法委书记、高级法院院长秘书。
曾经主持大学法律系、省社科院法学所工作。
已经出版《定罪量刑指南》、《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律适用概论》、《行政诉讼和行政
执法的法律适用》等专著、合著八部。
历年发表法学论文和文章400余万字。
曾借调最高法院参与起草中国法院十年规划纲要，多次应邀参加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行政立法课题
组《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草案起草论证活动。
作为律师，办理了大量刑事、经济、行政、知识产权著名案件，有的评为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十大名案
，中国文坛八大名案。
曾获评浙江省杰出法学青年，浙江省律师事业突出贡献奖、杭州市政府授予法律中介服务业标兵、浙
江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普法先进个人。
是一位理论和实务兼长的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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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宪法行政法篇
　1．统治意志还是社会契约?
　——中国行政立法法理基础的再探讨
　2．我国行政法院设置及相关问题探讨
　3．关于行政处罚立法的几个问题
　4．中国行政诉讼的启动
　5．对行政诉讼困境的宏观思考
　6．以新的视野构建中国行政法学体系
　——《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一书评介
　7．法治本体论
　8．要关注宏观上的执法不严问题
　9．关于依法治省的几个基本问题
　10．论市场经济环境下执法工作观念更新
　11．走向法治
　——近年来中国法院改革运作状态
　12．《法官法》第十七条商榷
　——质疑《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律师回避制度
　13．法院机构优化设置问题探讨
　——以高级人民法院为研究视角
　14．“议员”四题
　——读《美国宪法》随感
　15．论人大对政府行为的监督
　16．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
　17．论公路“三乱”现象的法律控制
　18．诉权、行政权、司法权
　——对一宗特殊反诉案的实证分析
　19．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的司法裁量
　——一宗烟草物价行政大案的启示
　20．合理性优先，还是合法性优先?
　——对一宗工商罚没行政案件判决的剖析
　21．逗号，还是分号?
　——兼谈国务院部委的法律规范解释权
　22．四十年前没收的宝玉该归谁
　——论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历史旧案的司法审查
　23．论行政诉讼中的法律规范冲突及其冲突规范
二、刑法篇
　24．影响中国治安的三大宏观因素
　——改革开放环境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及其对策探讨
　25．论黑社会犯罪的存在基础及防治策略
　26．组织卖淫罪死刑存废之我见
　——对汪红英案改判的几点法律思考
　27．论经济合同违约与经济诈骗犯罪的界限
　28．国际信用证欺诈研究
　29．论刑事证人保护
　30．娱乐的激情与法律的理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

　——关于足坛反黑的若干法律界定
　31．税制刑法与中国税制的重构
　32．法官裁量与中国刑罚体系的完善
　33．新《刑法》实施后要注意的若干法律问题
　34．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
　——北京大学高级法官班座谈研讨“错案追究制”侧记
　⋯⋯
三、经济法及其他篇
后记　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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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曾长期被认为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后称人民民主专
政）的工具。
刑事审判被视为法院主要的工作，被置于突出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彭真就明确说过：“政法机关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任务，还是处理敌我矛盾，对人民的
敌人进行专政。
”“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三个机关（指公检法）的主要任务是专政，是处理敌我矛盾
。
”①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有大量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
政法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专政。
在人民政权初创时期，巩固政权、稳定社会是首要的任务。
在计划经济模式和中央政权强有力的控制下，行政职能包揽了大部分的法律职能，民法、商法规范变
得无足轻重。
在行政权覆盖一切的情况下，“调解”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婚姻、继承、债务、房产等古已有之的
法律关系，都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即调解的方式来解决。
因此，刑事审判被视为法院的主要工作。
“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左”的思潮泛滥，恢复后的法院也强调以专政为主要职能。
1980年，全国法院一审收案的情况是：刑事19.78万件、民事56.56万件、经济案件仅0.38万件、行政案
件阙如。
比重分别为：刑事25.8％、民事73.7％、经济0.5％。
②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的这种工作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法院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审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交
通运输海事海商审判，大大拓展了调节各种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能。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1988年《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开展审判工作，充分发挥审
判机关的职能作用，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服务”，法院不但要严厉打击各类犯罪，“而且
要依法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节经济关系”。
1992年，他的提法又进了一步：“政法部门要把调节经济关系的职能摆上重要位置，确立打击犯罪和
调节经济并重的方针。
”①全国法院审判案件的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
刑事案件比例逐年下降（绝对数仍上升），经济和其他案件比例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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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有西律师长期工作在司法系统，善于把握中国体制内外的特性，做出更有益于法制进程的沟通
。
在一系列争议性渗件中，陈有西或亲自上阵，或坐镇后方，他以理性的声膏、娴熟的诉辩技巧和建设
性的态度，推动着事件的良性发展，体现着中国律师的良知与操守。
从20年前省政法委书记的秘书到今天的知名律师。
陈有西的人生发生了很多改变，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司法公正的不懈努力。
　　——江平：2011“影响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委员、终身教授陈有西涉足过警察、法官、党委、学术、律师等多种岗位、不同层级，使他有了更
为深刻的实证积累，有了多角度的不刚力。
位的思考，有了独特的学术视角：因而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见解，有胆识，这是他的研究成果具有
鲜明特龟和独特价值的重要原因。
　　——应松年：《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第一版序言　　　　行政法学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委
员、终身教授陈有西先生是这个时代律师中很难得的类型。
他学养深厚，减以待事，急公好义，有着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敏锐判断力，和寻求可行的具体途径的最
佳平衡感。
这既体现在他对具体案件（如闻名遐尔的李庄案）的代理过程中，　　也印证往他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里。
　　——贺卫方：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对依法治国的渴望，对新的法律秩序的
追求，是当前中国最为强劲的精神运动、有西先牛的司法实践和对法学理论的思考，是这一运动的有
机组成部分，他近年来为维护法律尊严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令人钦佩。
　　——张剑荆：《中国改革》执行总编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报告》执行总编　　　　当
众人皆曰可杀之时，律师能为被冤的被告——那个千夫所指的罪人——提出无罪的辩解，请求刀下解
人，当有人口蜜腹剑，打着公众利益的幌子，图谋一时之私时，他能够凛然而起，高呼“我反对！
”　　当我们作为出庭律师，口若悬河地在法庭上发表庭辩意见时；当我们作为法官，在公众出现熏
大争议，必须依赖我们卞持正义时；当我们作为议会的议员，代表千千万万个选民，申张他们的意愿
时；我们都必须求助于渊博的　　知识和深刻的智慧。
　　陈宵两律师就是这样的法律人　　——何兵：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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