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法学文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比较法学文萃>>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3530

10位ISBN编号：7562033536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米健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04出版)

作者：米健 编

页数：5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法学文萃>>

前言

什么是比较法学？
比较法学在哪里？
它的意义何在？
一百多年来，从比较法学被作为一个课题提出到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这些问题似乎始终没有解决。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比较法学不仅仅存在着，发展着，而且在越来越大
的范围内，越来越深刻的层面上影响着法学与法律制度的存在与发展。
无论人们有无意识或是否承认，都应该认识到，没有比较法学，就没有现代中国法制；没有比较法学
，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的改革与进步；同样，没有比较法学，就没有未来中国法律制度的发
展与进步，现代中国法制的命运与比较法学息息相关。
正因如此，完全可以说未来中国法制必然也会一如既往地与比较法学荣辱与共、兴衰与共。
比较法学其实正是因循着时代的大势，按照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定位自身、发展自身、实现自身。
中国的比较法学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式进入大学的讲堂，到现在正式成为一个法学专门学科，实
际上承载和标志着近现代中国法制的发展与进步。
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载着未来中国法制的发展与进步的希望。
比较法学在中国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清末民初中国的法律改制，从时间上看已经有一百多年。
在这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中，比较法学经过了几度兴衰荣辱。
首先是它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兴起，其起点是1915年东吴大学将其法科部分改设为比较法律学校
，10年后又被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备案，1929年则正式立案，中国比较法学从此开始了一个名正
言顺的生存发展阶段。
但随后由于中国的内忧外患，比较法学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种局面严格说一直持续到中国改革开
放之前。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同时恢复法学教育，比较法学因之获得了新的生机，从而很快
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它的第一次复兴。
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比较法学可以说得到了迅速的再生与发展，而且日渐一日地深入影响着中国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回首改革开放后近30年中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可以清楚看到比较法学在中国的痕迹和影响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毋庸置疑，现今的比较法学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和社会法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支
持社会生活和法律秩序的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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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法学文萃（第3辑）》汇集了“比较法研究”创刊15年来刊载过的一部分优秀论文，它或许
能从某个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法律工作者们为了我国的法制重建和发展所作的种种思考和探索，以
及他们对我国立法、法学乃至实践的深刻影响和卓越贡献。
本辑所收学术论文共60篇，除其中有2篇刊发在2001年的第1期和第2期外，其余各篇均是从2002-2005年
《比较法研究》各期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来的。
本辑的标准与第一辑一样，即所选文章须是学术论文，译文、札记、笔谈等不在选择之列：须为当时
产生良好反响的或至今仍对学界实践有一定影响的论文；须能够系统阐明一种学术观点并具有自己独
到的方法；虽然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但有独特的观点和学术或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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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道于无形 涅槃以再生——比较法学文萃（第三辑）序总论篇一、比较法学、法理学与法史学中国传
统之“约”的宪政释义 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分析 论比较法学中的价
值理性 社会契约与人的联合 表达自由法制中的管理性权力 德国比较法学的发展脉络 论普通法系国家
法典的编纂 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德国法学教育再述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变迁——以伊斯兰法文化
变迁为例 理性主义视角下的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差异萨维尼的《论占有》及其贡献——法学、立法以及
方法冯·梅伦对比较法和国际私法的贡献 法官职权调查证据的比较研究 瑶族习惯法特点初探 制度篇
二、公法从宪法到宪政——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 试论美国宪法制定的
法治渊源一英国的法治传统及其在北美殖民地的保留 日本宪法诉讼制度的理论、技术及其问题 死刑
案件的程序控制若干问题——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角度 三、私法民法的回顾与展望 权利能力的若干基
本理论问题 一个正在脱亚人欧的国家的奋斗——土耳其民法典编纂史 民法的积累、选择与创新 德国
民法的继受与台湾(地区)民法的发展法律行为与法律交易辨析 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的若干问题法
治进程中的中国民法——纪念《民法通则》施行20周年 论中国民法典总则的内容结构 不动产与动产划
分之罗马法与近现代法分析 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 公司立法
理念的选择——以中西法律传统比较为视角美国的侵权法研究：概括与分析罗马法上的原因理论及其
对近现代法的启示——无因理论的罗马法视角罗马法利益原则在确定契约责任中的作用俄罗斯公司种
类及其特点分析——兼与中国公司立法比较四、国际法司法创制对欧洲一体化的推动德国当代私法体
系变迁中的消费者法——以欧盟法为背景WTO体系下司法审查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冲突法基本路径的经
济分析——双边主义对单边主义国际引渡合作规则的新发展工业事故跨界影响的国际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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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范围随着功能主义日益为人们接受，德国比较法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世界所有法律秩序，包
括大陆法系、普通法系、社会主义法系以及其他法系等。
除此之外，它还从20世纪以来形成的以私法为中心的学术传统中突破出来，扩大到公法领域和其他领
域。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公法在很大程度上以特殊的政治结构为基础，国家干预色彩较为强烈。
因而，对公法各部门进行比较，如果说并非不可能，但至少颇为困难。
另外，与私法相比，人们进行公法比较时，很难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哪一个解决办法更好。
但法学者们认识到，所有这些都不能有力地否定公法比较的价值。
公法和私法在比较法领域内并不能截然分开；公法和私法之分也从来没有被普通法国家所接受，二者
的界限即使在大陆法系也变得模糊不清。
因此，比较法学者应该把二者放在同等位置上进行考察。
德国比较法的研究领域还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借用克茨的界定，不妨称之为从微观比较到宏观比较
。
在比较法发展的早期阶段，其研究重点是微观比较，即它比较的是各个法律制度或者法律问题，从而
比较那些在不同的法律秩序中用以解决具体问题的规则。
现代比较法中，这类比较占据着中心位置。
随着社会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宏观比较开始突显。
它的对象不是具体的各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而是处理法律素材的一般方法，调解和裁决争议的程序
，或者法律家从事法律工作时所使用的方法等。
比较研究法律职业者的任务和功能，他们的活动、组织和兴趣等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特定社会中的法律
风格，也是宏观比较的一个方面。
这被认为是大有作为和富有前途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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