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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并居于先导性的战略地位。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世纪、新阶段，法学教育不仅要为建设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服务，而且要面
向全社会培养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
近年来，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科数量增长很快，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培养层次日渐完善，
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
的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接受法科教育已经成为莘莘学子的优先选择之一。
随着中国法治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法学教育的事业大有可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前
途充满光明。
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育人，在于塑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法学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匠”，而承载着培养追求正义、知法懂法、忠于法
律、廉洁自律的法律人的任务。
要完成法学教育的使命，首先必须认真抓好教材建设。
我始终认为，教材是实现教育功能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法学教材不仅仅是法学知识传承的载体，而且
是规范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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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原名《法理学研究》，与第一版相比，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其中没有一篇论文是第一版中所包括
的。
选入第二版的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对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的探讨，在此基础上进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理论的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究。
收入本书的作品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近几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理论专业的教师所发表的论文，二
是博士论文，三是参加近年来法律和全球化研究中心召开的两次大型国际研讨会“法律和发展的中国
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和“中外法律体系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的国内外学者所提
交的论文。
为保持论文原貌，在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础上，仅对个别地方作技术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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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通过确立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价值观、正义观缓和矛盾、化解矛盾我们说法是在认识客
观现实的基础上协调利益关系的精巧、有效的手段，这就与法本身的性质有关。
法是上升为法律的国家意志，是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体系。
法的产生就是对一定事实和现状的价值确认，是矛盾获得一定协调、力量达到一定平衡的结果。
矛盾得到一定的协调、力量达到一定的平衡，就能够形成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正义理念、原则和规
范，并使之体现在作为国家意志且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之中，这不仅有利于使对立的各方在认识
上达到一定的共识，而且能使争执纳入一定的秩序，保证行动上的协调。
国家的产生使社会具有一种用以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的物质力量，而与国家相伴而生的法的出现，
不仅体现了这种力量，而且为这种力量的运用，提供了精神的、观念上的标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
公平、正义观。
民主制是国家的一种形态，现代国家都应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在民主的制度下，少数服从多数，多数
尊重少数，有利于形成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价值观、正义观。
公平、正义是社会的黏合剂，意味着“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
这个抽象的公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反映着不同的“理”。
如果说“力”（国家权力）是法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把争执纳入秩序的必要因素，那么“理”
（法律中体现的包括公平正义的道理）则是这种秩序的内容，是缓和矛盾、化解矛盾的根据和标准的
基本因素。
“理”与“力”二者的形成相当复杂，但它们归根结底都决定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法既是对事实和现状的认可，又不是事实和现状的简单写照，而是加上了人的一定价值追求的写照。
这一点，法与文学很类似：它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承认现实，又要改造现实。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归根结底反映着经济基础的要求，但同时还受上层建筑其他
因素（政治制度、伦理、文化等）的影响，它可以把理想和现实、存在和应该统一起来；法是通过制
定和认可两种基本形式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的、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来自社
会生活之“理”  （道理）的体现，这样的“理”是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理”。
这样，国家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就有了“理”的根据，国家权力就是讲“理”的、讲正义的了；这样
，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来自社会生活之“理”，就有了同样是来自社会生活之“力”，即国家强
制力的保障，给“理”以国家强制力的支持。
从而法既有行使国家权力的价值，又有限制滥用国家权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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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专题研究(第2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包括本科生用书、法学研究生用书、法律硕士研究
生用书和司法考试用书。
这套大型法学系列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组织编写，由曾宪义教授、王利明教授担任总主编。
法学研究生用书的主要编写特色：1.学术性。
基于研究生学习以培养学术人才为教学目标的认识，内容上以学科学术体系为框架，强调学术原理性
和学术品味，并注重法学方法论的引导。
2.专题性。
基于研究生教学大多采取专题讲座、专题讨论形式的教学实际，不再像本科教材那样为了体系的完整
面面面俱到，而是注重以专题形式阐述学术前沿热点问题、重大摹本理论问题。
3.指引性。
基于法学研究生应针对问题进行研究的认识，力争为法学研究生提供学科研究路径的指引，基本学术
资料的给养，把读者引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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