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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1月22日至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韩国釜山大学校法科大学
、艾克斯马赛第三大学欧亚研究所联合主办了“第二届东亚法治论坛：西洋法在东亚的继受和创造”
国际研讨会。
与会学者有来自法国、韩国、日本的贵宾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
院等高等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
会上，与会学者就法国宪法对东亚宪政的影响、西洋法与东亚宪政、西洋法与东亚行政法、经济的全
球化和东亚法的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发表了很多有见地、有价值的观点。
会上我们还收到了29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分别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详尽、具体和深层次的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既具理论性，又具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会后，与会学者对所提交的论文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为了使会议的这些成果发挥更实际的作用，进一步推进东亚法学共同体建设，我们将这次研讨会的论
文予以整理，将其中的精华编辑成文集出版，供广大读者阅读。
　　我们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也将越来越彰显其重要性
。
而以欧盟（EU）经济圈和北美经济圈为代表的经济区域化、区域一体化也在蓬勃发展。
目前东亚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迹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共通法”的形成也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和韩国釜山大学校法科大学合作申请了日本政府的国家级
课题，即从2007年开始为期5年的题为“东亚的法继受与创造--面向东亚共通法的基础形成”的亚洲研
究教育基地项目。
本次论坛也是该合作科研课题的重要活动之一。
　　到目前为止，东亚法治论坛已经举办了4届。
2007年11月17日至18日，在日本一桥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东亚法治论坛；东亚法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国际研讨会。
2008年11月22日至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第二届东亚法治论坛：西洋法在东亚的继受和创造
”国际研讨会。
2009年11月7日至8日，在东京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东亚法治论坛：市民的刑事司法参与--面向东亚共
通法的基础形成”国际研讨会。
2010年10月30日至31日，在韩国釜山大学召开了“第四届东亚法治论坛：东亚三国民法的现代化暨形
成共通法的基础”国际研讨会。
而第五届东亚法治论坛即将于2011年12月3日至4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主题为“中日韩三国企业并购法
制一体化”。
　　在为期五年的亚洲研究教育基地项目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积极参与，不断探索。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积极筹建“中国人民大学亚太法学研究院”，致力于推动东
亚法制一体化和法制协调。
2011年8月，亚太法学研究院的成立已经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的批准。
这是在“东亚法制一体化”进程不断推动的大背景下的有关法律交流和法律人才培养的有益改革和尝
试。
　　我们愿意本着“平等协商、能动建构、和谐为本、区域共通”的原则，加强合作，增进友谊，为
东亚共通法和法律人共同体的建立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从而为本地区乃至世界的政治、法治与经济
持续繁荣作出贡献。
　　亚太法学研究院的工作内容和发展目标可以概括为：加强东亚共通法研究与学术交流，推动亚太
法教育和人才培养，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等。
针对以上内容，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点：　　1.推动亚太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事业，努力探索高素质
、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亚太法学研究院成立后，我们将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才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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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　　（1）开设亚太法相关课程，如开设有关介绍韩国法，日本法以及其他亚太国家法律
制度的相关课程。
　　（2）举办系列讲座，设立“亚太法律讲堂”。
我们将积极邀请对亚太法律有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司法专家、法律实务专家以及行政人员举办相关
内容的讲座，以开阔学生国际视野，深化学生专业研究。
　　（3）推动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已经与亚太地区的四十几所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大学订立友好交流协议
。
亚太法学研究院成立之后，我们将与这些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的院校开展更为深入的交流合作，推动
以学生为主体的交流、交换以及学生联合培养等活动的开展。
　　（4）培养国际化、复合型的高水平法律人才。
这是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区别于单纯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或者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其将二者有机结合，既要求学生具备跨国语言的沟通和研究能力，又要求学生在某一领域有专业背景
知识，尤其是培养具有经济、金融、商学、管理等知识背景和法律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既具备视野、思维、眼光和语言的国际化，又具备知识结构、法
律思维、专业背景的复合性，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亚太法律研究以及法律实务的需要，成为多专多能
的国际化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学院成立后，我们将提倡知识背景的多元化，发挥亚太法学研究院在外语培训和法律研究中的特长，
将学生培养成为具备多学科知识，多语言能力的国际化法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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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日本—桥大学法学院、韩国釜山大学校法科大学和艾克斯马赛第
三大学欧亚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东亚法治论坛——西洋法在东亚的继受和创造”的精选论文汇
编，主要探讨了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对我国及日本、韩国的法律制度的影响，以及大陆法系体系下东
亚各国法律制度的相互借鉴融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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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与行政法案件相关的国际性问题也应包含在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中。
例如，欧盟及其会员国之间已在处理其行政法案件中开始在学术上使用“欧洲行政法”这一用语。
包括国际协约、条约国内法规化，在把国际行政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也使用国际行政法的用语
。
总而言之，在国际化时代，顺应国际社会中对法律构造变化的要求。
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包含了如韩国行政法的再修订等新领域。
　　接下来，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培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为此从对行政现状的综合性考察观点上，研究法政策学、法社会学、法哲学的方法，也需要考虑到多
种方法的活用。
同时，积极、灵活地运用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学制性的研究方法
论。
　　同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方法多样化同等重要的问题是研究的严密性和专业性。
对于引进国外的法学理论大家一直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个人认为，国外理论的导人对于韩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中积极的影响更大。
但是对于实际情况根本不予考虑，不研究是否符合现实状况便直接使用国外理论而招致的混乱等问题
也是存在的。
这类问题以后只要在逻辑上和研究国外法律理论的研究上更细致严谨一些，问题是会得到充分的解决
的。
当然也要求对行政现象的准确理解和行政法学的专业性。
相比国外先进国家来说，韩国社会行政法的分化还不够到位，所以各细分化方面的专家就显得尤为缺
乏。
所以这样看来，以后培养特定专业行政领域的专家，这一课题也要被列为行政法学的重要课程之一。
　　（3）行政例案的专业化　　最后，行政法学中可作为研究课题的还有例案理论的交流和活用问
题。
这一期间，因为没有判决行政事件的专门法院，如此一来把行政案件全部当做一般民事、刑事案件的
特别案件类处理，所以由此导致行政判例理论确实不多。
特殊案件的例案理论并不是很多。
由此一来，与其说理论和例案相互影响，倒不如说是各自独立存在的。
虽然现在只在首尔设立了首尔地方法院级的首尔行政法院，但将来其他地方也应该设立行政法院。
进而如果高等法院、大法院级的专门法院也设立的话，就能期待有更专门性的判例理论的产生，在此
基础上行政法学和判例间的交流便能够更有机的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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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韩大元、杨东主编的这本《亚太法律评论第1辑：西洋法在东亚的继受和创造》汇编了“第二届东
亚法治论坛——西洋法在东亚的继受和创造”的论文25篇，论文内容涉及：欧洲宪政、东亚宪政、东
亚行政法治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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