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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青年学者文集》

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青年学者文集》内容简介：六十年栉风沐雨，六十年风雨兼程。六十年来，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学术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应有贡献。时值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院六十周年之际，法学院决定将六十年来老、中、青教师的优秀学术研究成果，
编著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文集》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青年学者文集》，展示人大学派的
学术风格与社会贡献，纪念六十年来在学术研究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广大教师。
论文集编写是彰显法学院学术研究成就、弘扬法学院学术研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学院学术委
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论文集编写工作开始于2009年年底。2010年6月成立编写组，编委会多次召开会
议，讨论编写体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了编写原则和体例：从每位教授和青年学者公
开发表过的优秀学术研究论文中选取一篇结集出版，按照作者所属教研室排序进行编辑。初稿确定之
后，编写组对初稿进行了多次审校，最后由作者审定。

Page 2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青年学者文集》

书籍目录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理念转换比较法视野下的东亚法律人才养成制度改革清末宪政改革的形而上与形
而下——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谈起论日耳曼法中的赔命价制度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行政裁量的内在构
造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及其意义善待罪刑法定——以我国刑法第三条之检讨为切入点从英法劳动法判
例看劳动法上的忠实义务与竞业限制条款——对我国《劳动合同法》规范竞业限制行为的思考和建议
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我国动产融资担保制度的检讨与完善韩国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简介也论知识产权的属性“法与人文”的方法论意义——以著作权法为模型作为社会规范
的技术与法律的协调——中国反技术规避规则检讨论徘徊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政府角色可再生能源竞
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与互动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论宏观调控与政府经济行为的契合地方财
政自主的法治保障论环境行政许可听证利害关系人代表的选择机制法国、德国参与式侦查模式改革及
其借鉴论诉的利益对立案与侦查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刑事程序正当化的模式选择与方法问题秘密侦查兴
起背景探究“武力攻击”的法律定性论冲突法上的适应问题民法典与法官裁量权论电子证据的原件理
论

Page 3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青年学者文集》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片面地强调阶级专政高于法律、专政超越法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特别强调
，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
法律约束的政权。12（P.237）但归根结底，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阶级这一目的的一种过渡。
这种有特定历史背景和历史使命的专政理论后来被误解误用，导致了盲目地追逐和迷信阶级斗争，甚
至通过人为地制造对立面而强化阶级斗争，以及脱离实际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加分析地主
张“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等等。专政理论的基点就是阶级斗争和对抗，它把阶级之间的对抗作为社
会进步的动力，把革命视为推进社会和法律进步的最重要的首选手段。其相应的法律理念便是企图通
过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促进法律的进步。法律的进步和改造被认为是阶级冲突和对抗的结果。当
法律被仅仅视为阶级革命和斗争的产物的时候，它便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成为阶级斗争画面的一个注
脚。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和独立发展规律被掩饰了。在革命的喧嚣声中，法律的调整潜力当然被大大限
制了，尤其是其对政权合法性的确认以及对于权力约束的能力受到很大的忽视或者贬抑，甚至有时认
为法律束缚了人民专政的手脚，是为阶级敌人张目，为其提供保护伞。在革命的氛围中，法律很难获
得有尊严的地位，顶多被作为一个简单的、便宜的、甚至是苟且的专政T具。革命要求砸碎旧的国家
机器，包括要废除旧法统，这有其合理性；它同时事实上也不利于建立新的法制，尤其是不利于树立
法律的权威性。虽然从纯理论的角度可以对此说法作出种种辩解，但是从实践中来看，由其所助长的
以政策代替法律、权力高于法律的倾向，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严酷环境中形成的专
政理论和革命情结是一种造反理论，是处在弱势地位的人对抗和反对上位者的革命理论。应当承认，
专政作为一种直接的暴力，确实有其超越法律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方面。尤其在社会的根本改造时期
，破除旧的法统本身就是法律革命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可以说以专政为本的法律理念是一种革命
的法哲学。但是随着新的政权的建立，社会转入建设时期，单纯的革命法哲学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13]而要进入新的时代，就必须在法律哲学的最基本理念上实现从革命法哲学到建设法哲学的转换。
这种转换有其深刻的时代内涵，这个转换的核心就是我们这里所谈论的从以专政为本的法律理念到以
宪政为本的法律理念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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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青年学者文集》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60周年院庆（195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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