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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供研究生学习的《法社会学专题研究》，收集的是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博士以及参加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举办的“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2008）和“中外法律体系的
比较”国际研讨会（2007）的国内和国际学者所提交的论文。
在《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版，2008年2版）一书中我曾经说过，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法社会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介绍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法社会学著作；
第二个阶段是把西方法社会学的研究结论和方法引进到中国研究中；第三个阶段是从中国研究中得出
一般的结论，证明或证伪在国外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显然，我国法社会学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不能再停留在对西方理论或方法的介绍上，而必须把重点
放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
中国研究需要有中国材料，而中国材料的形成有赖于中国的实践和经验。
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的法制建设正在形成自己的模式，从而为中国的法社会学研
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法社会学研究没有统一的模式，就我国目前的研究而言，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倾向：第一种为理论法社
会学，主要着眼于宏观理论的建树，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或当代西方的社会理论，如哈贝
马斯的理论；第二种为法律批评，即用某种社会理论，比如后现代的或启蒙的理论评价法律现实，这
就相当于文艺批评，提出一种与世俗观念、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不同的对法律现实的解读，常常给人
以启发、震撼；第三种为法律文化研究，特别在进行比较法社会学的研究时，在解释不同法律制度差
别的原因时，常常诉诸文化；第四种为经验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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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学术性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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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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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面俱到，而是注重以专题
形式阐述学术前沿热点问题、重大基本理论问题。
　　本书主要适用于在读法学研究牛和考研学牛，亦可适用于高年级法学本科生、法律自修者以及教
师备课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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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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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中国法制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经历了一个选择法
治、推进法治、反思法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过程。
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纠纷，各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之间，特别是正规化的现代纠纷解决方式——司法与传
统的非正规化的调解之间是什么关系，随着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正规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加强是否
一定意味着传统的非正规化纠纷解决方式的衰弱，是中国法治道路探索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从清末
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引进到中国以来始终伴随着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100年来从未中断。
本节将以纠纷解决的正规化与非正规化为视角，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
法治进程中的经验、问题和反思。
一、中国法制化的进程——从非正规化到正规化的趋势1.解决纠纷的方式：从非正规化到正规化传统
上，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厌诉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很少的法律，主要集中在宪法、组织法、土地法、婚姻法、镇
压反革命条例等少数领域，社会纠纷主要由人们所工作的单位或者所居住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
解决，如果不同单位的人员之间发生纠纷，则通过双方共同的主管部门解决，法院在解决纠纷中的作
用是很有限的。
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个人财产关系简单，当时的民事案件主要是婚姻家庭纠纷。
而刑事案件与历次政治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最突出的是反革命罪。
而行政案件，即所谓民告官的案件，几乎不存在。
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数，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情况，大部分年份只有几十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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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社会学专题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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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的完整而面面俱到，而是注重以专题形式阐述学术前沿热点问题、重大基本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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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