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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自主与中国深度研究：邓正来自选集》采用论文结集的形式，所收论文，贯穿作者学术生
涯，呈现其学术研究上的旨趣、见解、精华，展示其对相关学术领域的重要影响，以合“精要”之义
。
相对于专著，论文结集能够更为清晰地呈现作者在长时段中学术研究的脉络；同时，亦可稍助读者免
于搜集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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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三一斋”的思索（自序）一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再
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
思考学术自主性与中国法学研究二 学术规范化化解整体的社会科学观——“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讨
论的讨论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
学术为本学术规范化与学术环境的建构——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之合
法性的质疑“�三 市民社会理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关于“国
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
治理制度的重构——民间传播机制的生长与作用四 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研究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哈耶克关于自由的研究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哈
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哈耶克法律理论研究的补论哈耶克批判的前
提性准备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哈耶克论文集》编译序五 全球化与中国法学认识全球
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辨”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
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客观必然性预设的批判⋯⋯六 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七
序跋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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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方面，那些对“法律全球化”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论者却大体上在固守“法律国际化”的基
础上坚持一种明确拒绝全球化进程的立场。
而在这些论者当中，沈宗灵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罗豪才也相当明确地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对国际法的影响和对各国国内法的影响两个层面。
⋯⋯一方面，各国法律体系在日益频繁的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注意相互利用对方的某些有益
的制度、规则和经验⋯⋯另一方面，各国通过参加国际经贸组织，缔结或加入国际条约，接受或承认
国际经贸惯例的方式不断自我调整，以期实现国内相关法律制度与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市场运行规则
进一步接轨”。
　　经由上述引证，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如下两点：（1）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论者与对“
法律全球化”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论者在面对全球化与中国关系的问题时所采取的实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策略，而且在我看来，主张上述两种截然不同论辩的中国法学论者只能在我所谓的顺应之策和拒绝
之策二者之中择一而行。
前者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宣称全球化为客观必然进程的基础上主张中国顺应或拥抱那个被他们客观必
然化的全球化进程，一如何志鹏所概括的：“他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是一种全球的光明前途，它是自
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必然规律；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是全球福利
的基础，不仅在物质上导致了富足，而且在精神上导致了道德的重建。
他们坚信全球化是不该阻挡，也是不能阻挡的，应该做的就是倡导全球价值。
这些肯定者认为全球化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就是好；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好，他会说，现代化是一
种不可抗拒的潮流，是世界发展的必然，是先进的一种表现。
很多人现在还秉承这样一个思路：就是先进、落后，历史的进程、历史的潮流似乎是朝着某个方面而
努力的，只有顺从才是明智的。
总体上他们还是处于决定论的哲学思维影响下，既然是决定的，就一定要肯定它。
”而后者所采取的策略则是在严格固守民族国家主权或意志的基础上主张中国拒绝那个被他们视作一
元且同质的全球化进程--尽管这个策略的特性比较繁复，我将在下文讨论反全球化运动的时候再予以
论及。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中国法学论者所采取的具体策略的揭示，虽说重要，但却不是本文所关注
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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