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官的实践理性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官的实践理性论>>

13位ISBN编号：9787562045700

10位ISBN编号：7562045704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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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的实践理性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王申教授获得的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资助课题的项目成果，也是王申教授该阶
段学术积累的总结，是一部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的著作。

本书是一部关于法官实践理性论证的著作，本书通过运用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多种方法论原则，
通过对70个问题的阐述，共达百万余字，阐述了一个重大且深刻的司法哲学问题，回应了读者“法官
说什么”以及“中国法官向何处去”的时代论题，对法官实践理性进行了思考，揭示了当代中国法官
的经验和逻辑世界之堂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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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  申  浙江省东阳人,法学世家。
1984年考入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法制史、法理学研究
；1994年至今任职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月刊社，法理学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
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理事。

近年来，主要涉足的学科主要有：中国法史学、法理学、法律文化学、司法制度学等领域。
在全国各大法学期刊上共发表各类论文90余篇，其中在《学术季刊》、《上海社会科学》、《法学译
丛》、《学习与探索》、《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政治与法律》、《法学杂志》、《法商研
究》、《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学》、《现代法学》、《华东政法学院学报》、《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法律评论》等各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另出版个人专著有：《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法哲学三
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主编教材有：《中国法制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等等。
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一项（2009年），上海市重点项目一项（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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