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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8年至2008年，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30年，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
法学研究事业取得飞速发展的30年。
30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有力推动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下，
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政治信念、学术热情和创新精神，在法学这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
，努力开拓，辛勤耕耘，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1）恢复初建阶段（1978—1989）。
在这一阶段，法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队伍初步形成，产出了一批具有学科基础建设意义的理论成果。
（2）稳步推进阶段（1990—1999）。
进入1990年代之后，法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研讨和交流蓬勃发展，学术产出有了实质性增长。
（3）繁荣发展阶段（2000—2008）。
进入新世纪后，法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和方法更加多样化，学术交流更为活跃，理论创新的
步伐加快，知识生产规模明显扩大。
    通观这三个阶段，中国法学的发展呈现出6个基本趋势：第一，法学学科的自主性逐步确立，这是改
革开放30年中国法学最具标志性的成就和进步；第二，法学研究题域逐步拓展和深化；第三，法学知
识生产规模快速扩大；第四，法学研究的规范化程度明显提升；第五，法学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蓬勃
开展；第六，法学研究的实践功能明显增强。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法学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法学理论、法律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
学、商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环境资源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12个领域，取得
了相当可观的知识增长和理论进步。
为了充分展示中国法学的发展成就，本书从重大事件、标志性成果、理论创新等3个方面来梳理和描
述上述12个领域的学术进展。
重大事件是30年中国法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推动力、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治、法律和学术事件。
标志性成果是30年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知识增量、理论创新、成
果转化价值的标志性成果，包括教材、专著、论文等。
理论创新主要是30年中国法学界自主探索和研究所取得的具有原创性或对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
创新具有重大推动意义的观点、学说、理论、范式。
    、    30年中国法学发展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既是法学界不断开拓进取的结果，也是强有力的
外部力量支持和推进的结果。
30年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就在于：从外部条件看，改革开放与民主法制建设伟大实践的需要与推
动、党和国家充分重视法学与法学专家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30年中国法学研究的时代
背景、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在内部因素方面，中国法学始终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
持强烈的反思、批判的精神，坚持学术研究密切联系实际，多方面引进国外法学理论资源，多途径推
广、传播和应用研究成果。
总结30年中国法学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知识总量的贡献较少；对社会实践的贡献不够；对
世界法学的贡献较小。
展望未来，中国法学研究将呈现出下列5种基本发展趋势：理论创新更加深入；本土化趋势更为突出
；学术流派的多样化；世界级法学大师的涌现；科际互动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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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1978年至2008年，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30年，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和法学研究事业取得飞速发展的30年。
30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有力推动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下，
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政治信念、学术热情和创新精神，在法学这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
，努力开拓，辛勤耕耘，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理论成果。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法学史上罕有的黄金发展时期。
中国法学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
主义法学中国化、当代化的结晶，并将为中国法学在国际法学界的崛起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1）恢复初建阶段（1978—1989）。
随着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法学步入恢复和重建阶
段。
但是，中国法学的全面恢复和真正发展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10年。
10年间，法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队伍初步形成，产出了一批具有学科基础建设意义的理论成果。
（2）稳步推进阶段（1990—1999）。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事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法学也进入了稳步推进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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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出版朱振国2008年11月27日08:31来源：《光明日报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汇集国内百余位高校知名专家、优秀学者通力合作，共同完成18卷
的丛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日前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教育部相关部门介绍，全面、系统、客观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发展特
点和发展成就，是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和迫切需要，也正是该丛书出版
的宗旨所在。
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
情报学与文献学、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有关交叉学科。
各学科报告撰写者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地对各学科领域三十年的新进展进行把握，力求融贯不同的
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并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前行提供了以资借鉴的启示和引导。
《发展报告丛书》通过对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予以整体审视，全景式地展现了三
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和历程，以其信息含量丰富、引领学科前沿以及显著的综合性
、工具性等特点，成为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建设历程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
以高校各学科知名学者担任分卷主编、组成高水平研究团队，集体攻关，是丛书得以高质量问世的首
要原因。
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卷》由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主编;《历
史学卷》“中国历史”部分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主编，“世界历史”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终身
教授王斯德先生主编等。
这套丛书的问世，是我国高校学者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向改革开放三
十周年呈上的献礼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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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法学》通过对三十年中国法学的发展状况予以整体审视
，全景式地展现了三十年中国法学发展的成就和历程，以其信息含量丰富、引领学科前沿以及显著的
综合性、工具性等特点，成为中国法学三十年建设历程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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