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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真正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又的确将会引导时代的社会
实践。
可以说，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拥有较为悠久历史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始终是
在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
三十年间，吉林大学的法学理论学科积极地发起、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于我国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
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法学的观念变革、方法更新和理
论进步的重大活动；可以说，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论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推动实践、指导实践的一个例
证。
　　在历史进入21世纪初始的2000年，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为核心所组建的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经过严格的评审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随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于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被纳入“211工程”重点学科
建设计划。
在2004年，以法学理论学科为依托，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在整合了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
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上组成的吉林大学法律与经济全球化研究所被批准为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
.2007年，在这样的三大平台基础上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教师为主体的教学团队被教育部确定为
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学教育界对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在我国
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认可的体现。
　　经过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10年建设，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在科学研究、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
养、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信息与咨询服务、学科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在这期间和在这之前，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专著型学术研究成果展示的基本渠道都是各个老师和研
究人员自行联系出版。
此种方式当然也可以反映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科学研究的状况，但无疑只是片段性或片面性的，无
法全面而整体性地展示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科学研究的全貌。
随着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创新基地、国家级教学团
队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学科建设及其学术研究，都需要一个具有持续能力的
成果展示平台，以不断总结和展示本学科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的成就，激励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年轻
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并使其成果得到有学术影响力地集中展示。
为此，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决定把多年来一直在设想之中的出版中心学术文库的工作付诸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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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功利主义与自然法理论共同构成了现代权利理论的两大传统。
功利主义在对权利概念的解释上，尤其是在权利的正当性、权利本质等问题上，与自然法传统迥然不
同。
对功利主义权利理论的关注无疑对理解权利概念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力图通过对边沁和密尔这两位最著名的功利主义理论家的权利理论的研究，来展现权利的功利化
这一过程，并探讨功利主义权利理论的局限性与优势所在。
    本书适合法学、哲学等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以及相关学科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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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伟，男，1978年1月生于山东省日照市。
法学博士。
现在中央党校政法部任教。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哲学、人权理论与比较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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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功利主义与权利功利化命题　　一、功利主义的背景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渗透
到各个学说领域，但是人们首先是将其作为一种伦理学说来看待的。
它首先展示的是一种道德立场。
功利观本是一种古老的伦理观，经过休谟、边沁等人的改造，成为一种体系化的功利主义，包含了更
广泛、更新的思想内容。
后来经过密尔、奥斯丁、西季威克等人的发展，功利主义更成为一套以伦理学为基础包括法理学、政
治学、经济学、教育学、逻辑学等在内的完整的学说体系。
而且，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不满足于仅仅是将其学说理论停留在纸上，而是将目标定为英国的
政治法律改革提供思想原则和具体方案。
19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很多人成为功利主义的信徒和追随者，以边沁为
师，致力于将功利主义的原则和制度设计运用到议会制度改革和法律改革中。
1828年，在讨论刑法改革的时候，布鲁厄姆告诉下院：“改革时代就是边沁时代。
”梅因写道：“我不知道自边沁那时以来实施的法律改革有哪一项不能归功于他的影响。
”　　（一）激进主义的社会思潮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思潮本身。
所谓时势造英雄，思想同样也是因时而兴。
考察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100多年的历史过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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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权利面前，功利主义何为？
重述权利概念的另外一种解释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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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是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我国理论法
学领域的唯一重点研究基在地。
　　2002年，中心的法学理论学科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2004年，以中心为基础和依托，以法学理论学科为核心，联合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等学科设立
的吉林大学法律与经济全球化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被确定为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2007年，经过教育部的验收评估，中心法学理论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成果获得通过，并同时
被教育部批准继续成为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进行建设。
2007年，以中心教师为主体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教学团队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中心的建设目标是建成全国领先、并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心、人才
培养中心、学术交流中心、信息中心的咨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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