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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法治观》内容简介：收入于这本文集的论文，分别阐释和表达了作者对当代中国法治、法学、
司法、律师制度、政府行为等宏观问题的认识以及对法律领域某些具体问题的见解。
这些论文既体现了作者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社会主张和理论观点，以及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兴
趣、思维重心及研究方法，也代表了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水准和研究能力。
将这些论文的写作背景、写作过程以及主要观点串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更趋真实的个人学术自传。
为此，作者将分别就每篇论文写作的相关情况以及论文的主要观点与缺失作一扼要叙述，既作为作者
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次回眸，藉此重新领悟和感受由痛苦和欢悦所交织出的心迹，同时也算是对这本
文集的一种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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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培东。
1956年11月生，江苏建湖县人。
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985平台首席科学家；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
家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人选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年人选国家百千万人材
工程计划，2005年人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1972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农民，进过工厂，在过机关。
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1年提前毕业并考人本校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
。
1987年初调人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经济研究中心），先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体
改委秘书长、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职。
1995年正式辞去公职成为职业律师。
2000年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调人四川大学任现职。
近三十年来，从事经济学和法学研究，并集中于对法治、司法以及经济改革中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
独立或合作出版书（译）著十余部，代表性作品有《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大陆法系》（合译）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
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收人本文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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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壹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贰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叁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肆中国司法
改革的宏观思考 伍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律资源分享问题 陆效益：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兼评西方
法律的经济分析 柒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 捌人民法院内部审判运行机制的构建以C市中级人民法院实
践为样本 玖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 拾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 拾壹试论我国社会中非
常规性纠纷的解决机制 拾贰中国现实经济冲突及其诉讼机制的完善 拾叁我国民事经济审判制度的价
值取向 拾肆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 拾伍中国律师业发展报告 拾陆中国律师制度的理论检视
与实证分析 拾柒论诉权 拾捌论我国劳动改造事业的社会创造功能兼论劳改体制的改革 拾玖政府经济
行为的理论反思与模式构想 贰拾法所有权理论批判与国有制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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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加快，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人，
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影响日渐形成，并不断强化。
迄至今天，我们不难看到的现象或无法避讳的事实是：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描绘的法治状态已成为我
们很多人对于法治社会的基本想象，从而也成为人们向往或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对西方法治理论所
推崇的某些原则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们对我国法治应有机理以及法治实际运作规律的自我思
考与理解；西方各种法治理论或学说成为人们分析和论述理论问题以及考量与评价社会现象的重要理
据与判准；西方各种法学著述和文献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的重要理论和知识资源；而接受西方法学理
论的训练则成为当代中国法学人乃至法律人所必不可少的经历，对西方法治理论和知识的掌握与了解
亦成为体现或衡量法学人学术功底和理论素养的重要标准与尺度。
虽然，尚不能说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对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主宰地位，但西方法治意识
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中的影响无疑是较为深刻的。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法治实践先行、法治理论先存的格局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壁垒与藩
篱已经打破和拆除的条件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较为成熟的法治国家这一事实已得到
普遍认同的背景下，同时，在我国法治仍处于创始阶段，法治理论、法律文化和法学知识资源相对匮
乏的情况下，大量吸收和汲取西方法治理论、法律文化和法学知识以及这些理论、文化及知识在我国
的广泛传播，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从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趋势看，即便在将来，这种状态也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但本文着重指出和强调的是，在浩瀚的西方法治思想文化资源中，我们主要汲取了什么？
或者说，西方法治思想文化对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影响最大、最为深刻的因素是什么？
 我认为，近几十年来，在我国法治意识形态领域中影响最大、亦最为深刻的西方法治思想文化是自由
主义法治理论。
“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虽然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约定俗成的学说概念，但在很多西方著述中，它以著
述者和阅读者的共同会意而被识别和认知。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是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
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直接而紧密”。
同时，资本主义法治的兴起，也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传统之上的，“自由主义法律哲学一个至关重要的
要素就是这样的原则：每一个社会都应该依据法治运作。
它对法治的信奉起源于世纪现代自由主义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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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能够与当代中国法治创立与发展相伴而行，是时代给予我这一代法学人的宠幸；能够以法治、法律、
法学这些语汇作为自己生命中的关键词，是我这一生的幸福与骄傲。
            ——顾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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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能够与当代中国法治创立与发展相伴而行，是时代给予我这一代法学人的宠幸；能够以法治、法律、
法学这些语汇作为自己生命中的关键词，是我这一生的幸福与骄傲。
——顾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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