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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社会学教程》的编者希望通过教程的方式来进一步扩大法律社会学的传播。
历史的进步总是从点点滴滴积累做起的，编者每一个学者脚踏实地地做一点工作，一座知识的大厦也
就构筑了起来。
在本教程的写作中，编者吸收了一部分运用法律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精髓，通过对这些论
文的点评，其目的是要编者了解法律社会学的知识或理论应当如何去应用，其应用的价值在哪里，它
对法律实现的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推进法治的发展，如此等等。
本教程每一章都是一个专题性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作者的一些独立见解，有些作品已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期刊上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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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司法所调解人一般是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有居委调委会调解网络支持的工作系统，与居委调
委会形成上下级调解关系。
可以调解的社区纠纷有两大类：一是当事人主动向司法所请求的居民之间、法人之间或其他组织之间
以及它们之间发生的轻微的民事纠纷和刑事自诉纠纷；二是居委调委会解决不了的疑难纠纷。
居委调委会调解人隶属于居委会这个基层居民自治机构，法律规定每个居委会都应设有调委会，每个
调委会都要设专门调解人。
居委会本质上应当是自治组织，但在现实中有强大的行政力量参与，达不到自主发展的目标，调解也
不专业。
调解工作室调解人的调解是专业的社区调解，没有明晰的工作网络支持，依靠调解实践与调解服务积
累的人脉关系。
工作室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表现，工作室调解人的调解是社会自治的调解实践。
（2）编制的比较。
司法所调解人是有行政编制的专职调解人；居委调委会调解人大多为兼职的；调解工作室的调解人全
部都是专职调解人。
司法所调解人是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公务员，按规定应当有正式的行政编制，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
司法所调解人也有不是行政编制的，而是其他编制，如企业编制、事业单位编制，有的甚至就没有任
何编制，而是临时工编制。
如笔者对X区K街道司法所的调研，该司法所在2005年有3名调解人，只有一人是公务员编制，另外两
人分别是企业编制和临时工编制。
居委调委会调解人大多是兼职的，调解力量明显不足。
由于受到居委会行政色彩的强烈冲击，使得现实中调委会设置的专门调解人数量极少；居委会其他成
员虽然可以兼职从事调解，但时间、精力都很有限，再加上大多没有经过调解的专门培训，根本无法
应对居委会辖区的社区纠纷，如笔者对M区J街道C二居委调委会的调研，该居委调委会的调解力量是
这样配置的：调委会有1人专职调解；居委会其他成员兼职从事调解；另外补充了9名社区调解志愿者
。
调解工作室调解人是经过培训专事调解，工作室主任大多由“首席人民调解员”担任，一般都由4～6
名专职调解人组成，又有“政府购买社区调解服务”的规范形式，调解质量、效率高，是目前三类调
解人中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调解人。
（3）案源的比较。
司法所调解人与调解工作室都可以跨区域调解，但一般情况下，有一方当事人是本辖区的居民；或者
纠纷是发生在本辖区内、有辖区以外的居民参加。
司法所调解人除了对棘手的纠纷直接调解，还要对居委调委会调解人进行指导，如指导他们制作规范
的书面调解协议。
居委调委会调解人有很强的地域限制，只负责本居委范围内的社区纠纷，由于人手不足，调解质量不
高，遇有调解不了的疑难纠纷可以移交司法所或者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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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已为国内学界普遍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重视法律的实现问题。
转型中的中国法律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对法律工作者、研究者来说，这既是事业发展的一种表现
，同时也是有着深刻意义的巨大挑战。
法律作为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保证其实现的有效性是最为重要的，而这必须要
我们突破原来实证法学仅仅满足于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和语言问题的思维定式。
但有很多东西要真正实践起来，需要进行大量的思考和研究，而研究有一个方法论得当与否的问题。
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总结中，谈及法律社会学在其中的贡献，有的学者对此打分甚低，这不
是这一学科本身的悲哀，而是我们学人在知识储备上还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一时代的要求。
本书的创作正是基于以上的一些思考，希望通过教程的方式来进一步扩大法律社会学的传播。
历史的进步总是从点点滴滴积累做起的，我们每一个学者脚踏实地地做一点工作，一座知识的大厦也
就构筑了起来。
在本教程的写作中，我们吸收了一部分运用法律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精髓，通过对这些论
文的点评，其目的是要我们了解法律社会学的知识或理论应当如何去应用，其应用的价值在哪里，它
对法律实现的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推进法治的发展，如此等等。
本教程每一章都是一个专题性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作者的一些独立见解，有些作品已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期刊上发表过。
本书的写作凝聚了集体的智慧，我的同事以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本书的写作，具体分
工如下：李瑜青：第一、二、三、五、六章；赵斌：第四章；李瑜青、赵昭：第七章；雷明贵：第八
、十三章；李瑞、李瑜青：第九章；肖倩、李瑜青：第十章；李瑜青、张建、王荣：第十一章；田先
纲：第十二、十五章；瞿琨：第十四、十七章；陈琦华：第十六章。
撰写点评部分分工如下：王荣：第四、五、六、七、八章；张建：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章；
赵昭：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
在本教材的写作过程中，研究生赵昭承担了秘书工作，李瑜青、瞿琨设计了全书的整体结构，李瑜青
承担了全书统稿工作。
对本教程在写作与出版过程中曾给予支持与指导的学界同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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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社会学教程》是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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