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思想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思想录>>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0997

10位ISBN编号：7562030995

出版时间：2007-10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曙光

页数：4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思想录>>

前言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持有如下基本认识：第一，教学工作是所有大学第一位的中心工作，本科教
学是高校的立校之本；第二，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高于一切的神圣天职。
然而，从事高等教育的人也都目睹了这样的事实：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些高校在价值取向上出
现了明显的偏差，忽略了作为立校之本的本科教学，违背校情与国情，忙于挤进“研究型”，提升“
排行榜”；一些教师在行为取向上出现了明显的偏离，他们淡忘了为人师表的基本职责，顺应着功利
主义的潮流和导向，重论著数量与成果奖励，轻教学业绩和教书育人。
这种顾此失彼的导向和状态与近几年来社会公认的高校学生心智与人文素养的不断下滑，求知兴趣的
贫乏与知识结构的普遍褊狭，乃至有文凭却没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
　　应然与实然的巨大反差凸现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长此下去，谁来切实关心广大学生的成
长？
我们何以培养出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与道德情操、人格健全的博雅公民，而不仅仅是知识窄化的职业
人与为数极少的学科专家？
国家何以变成科技大国和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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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思想录》是作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的一些以法的思想为主的思想的记录，文章包
括报刊文章、专栏、访谈、案评、演讲、书序等，每个部分又按时间顺序及内容分类排列，集中反映
了作者对法律与社会问题的思考、解读、理想与探索。
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二十年改革参与者的历程全纪录，由于其思想的敏锐性和视角多元性，许多多
年前的思想对现今中国改革仍具指导意义；这也是一部法律学者高度的智慧结晶，展示了法律人透过
事实看本质的独有的深邃和洞见：这更是一部为人师者的心得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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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曙光，江西吉水人，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
曾参与全国人大财经委新《破产法》、《国有资产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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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自序思想录——政府的转型与法律的转型社会转型从“身份”到“契约”（外二篇）新的机遇、
新的挑战WTO推动“大变法”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攻克中国旧体制最后一块堡垒从“经营城市”到“
经营制度”海尔发展需要的新战略从法律角度看“郎顾之争”中国改革的三大盲点未来中国面临如何
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和谐社会与法治法律要成为社会利益平衡器文化转型政治文化与法律意识略谈“
法制”与“法治”公民的政治角色略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中国梦与这一代公权组织行为的道德
示范效应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弗里德曼与中国法治进程的改革政府转型　政企为何分不开政府转型的
目标与动力　执政能力：公共治理需要法治化宏观调控的法律视野　政府的转型与法律的转型用法治
精神规划“十一五”　反垄断法：我们期待什么？
勿将《反垄断法》理想化反行政垄断，路在何方法律转型宪法权威与修宪着眼于消灭一个个具体的社
会罪恶从畸形的市场经济到混乱的市场经济弥补市场经济的法律缺失我们当怎样立法立法背后的博弈
中国改革的法律成本立法应该重视成本效益分析⋯⋯曙光视点——法经专论演讲、序与评论——市场
经济的法律解释专访——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守望法大——两种思考的传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思想录>>

章节摘录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历史往往重演几乎类似的一幕，或许个中原因是许多历史偶然事件的巧
合，是由不同时段的政治家们对重大历史性时刻和事件孜孜以求的共同情结所造成的。
　　在前一个世纪之交，晚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开启国门，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西方
文化大量涌进中国。
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逐渐意识到要学习西方的“政教文明”，而其中最重要的
步骤是学习西方的法治文明。
诚如曾率员考察各国政治的法部尚书戴鸿慈所言：“振兴法治，实属当今切要之图，立宪之预备，此
为最急”（光绪三十三年修法奏折）。
正是在有识见和开放思想的政治精英的推动下，晚清中国涌现了输入西方法治文明的第一次浪潮。
遗憾的是，它留给后人的成果不过是译释西方法政名著、设馆编纂法典以及抄袭西方一些法律、法规
文件而已。
　　历史迅速翻过了一页，一个世纪过去了。
在中国改革进入最艰苦、最关键阶段的时刻，中美两国双边协议的签署使中国加入WTO的前景明朗化
，这不啻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大开国门，虚怀拥抱新千年的全球化文明。
历史是不是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让我们一点一滴地输入人类先进的法治成果，改造我们的制度文明?
　　我欣赏今天这次机会与第一次浪潮相比的不同点：在时空背景上，第一次浪潮时世界尚处在“野
蛮其体魄”的“器物”科学时代，今天我们已处在数字网络连接的“知本”信息时代，全球市场已连
为一体；在制度背景上，第一次浪潮时传统中国存留一个历阅千载、自成体系、保守拒外、特色鲜明
的中华法系，而今天的中国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与国际标准对接
的法治体系；在接受心态上，晚清政府是在西方几个列强的压迫下被动输入西方文明，而今天，我们
是作为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对135个成员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的主动选择；在输入模式上，上
一次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高压，敷衍以法典化的抄袭，今天中国作为WTO地位平等的成员国着重输
入技术条款的执行程序与监督程序⋯⋯　　正因为有以上的差异，这一次的机会有可能演变成人类新
的法治文明大规模输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
在中国，历次外来制度文明的输入与变革往往遇到内部势力的顽强抵抗与同化整合，我更欣赏这次加
入WTO给中国可能带来的“强制”与“约束”效应。
　　WTO强调你融人一个全球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规则中，而不是以拒斥的心态恪守顽固的本土化的
政策与习惯；强制你的法律制度与司法程序增进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而不能藉口“特殊国情”
而上下其手有法不依；强制你的国企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平台上去进行激烈竞争，而不是藉在政
府优惠政策的大树底下纳凉；强制成员国民众的观念与意识要跟上知本信息时代的步伐，而不是当闭
关锁国、对自身权利义务与法律意识漠视的“群盲”⋯⋯　　WTO约束你的贸易壁垒、约束你的地方
主义、约束你的政府保护与垄断、约束你政策的透明度、约束你的执行程序、约束你随意侵犯知识产
权的行为、约束你在市场经济中许许多多的“黑箱作业”行为⋯⋯　　这种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制”
与“约束”效应，是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散漫”、“守成”与“专横”的一种最好的压力
与对抗。
为确保人类先进的法治文明能得到完整的输入，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种压力与对抗。
　　（原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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