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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的世界（上中下）》

内容概要

《法律史的世界(套装共3册)》包括：《法律史的世界(上册)》、《法律史的世界(中册)》和《法律史
的世界(下册)》。《法律史的世界(套装共3册)》集收录了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自2001年起招收
的180位博士的论文（实际收录论文174篇）。上卷收录法学理论篇和公法篇；中卷收录私法篇和司法
篇；下卷收录法律文化篇和法史人物、学术思想篇。这些论文围绕中外历史上有关法律史的基本问题
，从不同视角表达了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具有较强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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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专门的法律史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心以华东政法大
学国家级重点学科——法律史学科为依托，整合各方科研力量而设立。目前中心共有专职研究人员21
名，其中博士生导师5名，教授6名，副教授6名，讲师9名；另有校外兼职人员8名，校内兼职人员15名
。中心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及秘书处所在单位、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及秘书处所
在单位。中心下设国际法律与比较法研究所、罗马法与欧洲法研究所、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所、
韩国法研究所、日本法研究所以及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另设中心办公室、法律史文献基地、客座教
授办公室、网站管理中心等机构。中心科研实力雄厚，成果丰硕。已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参编著（
译）作百余部，其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近20
篇，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市级重点课题多项。中心现有《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法律文化史
研究》、《法律史研究》三种学术年刊。中心是国内最早设立硕士点（1981年）及较早设立博士点
（2001年）的学术机构。定期举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整合、凝聚上海乃至全国从事法律史研究的力
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近年来已成功举办多届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年会、中国儒学与
法律文化研究会年会等全国性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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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法学理论篇
 法学研究的跨科越界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方法与方法论：中国古代法律注释与当代法律解释学的比较
 “法”的辨析
 法学翻译与晚清法律制度选择的关系
 论中国法学移植和其他社会科学移植的区别
 和谐社会视野下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什么不阐述正义命题谈起
 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反思
 近代理性自然法及其对构建当代我国和谐社会的启示
 当代中国法律法典化之理性
 试论地方性法规中的创制性规定——从上海市规范网络语汇使用说起
 德国比较法学的发展脉络
 德国历史法学重述
 公法篇
 清代法律规范佛教僧侣四波罗夷罪之案例研究——以《驳案汇编》和《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为例
 论《大清律例》中的埋葬银制度——历史渊源、司法适用及其性质功能
 在清末地方议会制度实验中的官与民——以江苏省咨议局的筹备和议员选举为核心的研究
 集权而非分权——清末地方自治时期的立法评析
 上海英租界租地人会议财政权的确立与完善(1854～1855年)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立法程序评述(1928～1937年)
 1927～1937年上海华界城市规划法制的现代化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事罪适用状况考察
 从权力制衡角度探索监督理性
 改善宪法与法律衔接状况初论
 消除年龄歧视是劳动权平等保护的首要内容
 从宪法规范的司法实践看我国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
 政策何以人宪——以社会政策在我国宪法中的变迁为例
 行政监督权力的过度疲软及其对策——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为例
 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研究
 征收权之法理分析
 新时期高等教育法制变迁特征探析
 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现状、问题及其完善
 中国区域性刑法发展中的外来因素浅析——以英国刑法对中国香港地区刑法的影响为例
 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
 中世纪欧洲王权有限性的历史检视
 中世纪罗马法学家的“城市地位”理论小结
 中世纪法国大学自治制度初探——以巴黎大学为研究对象
 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
 刑法学派的论争与融合
 中英警察权控制模式比较研究
 美国公众的宪法信仰
 美国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对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及其判例的
“禁酒令”何以能人宪——以联邦与州的权力视角解读美国禁酒立法风波(1890～1932)
 美国司法审查的操作规程探究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法律规制
 论日本违宪审查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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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的世界（上中下）》

 西方宪政思想史研究框架与宪政思想要素
 国际法的历史演进述略——以“条约必须信守”原则为视角
 大欧洲时代的来临——评欧盟宪法条约
 商谈民主、法制现代化与法律全球化
 从“洗钱”一词的起源到反洗钱立法的国际化
 附录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点招生十周年名录(2001～2010年)
 后记
中册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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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性选择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同一目标——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下，不同行动方案（甚至不同目的之间
）的比较，选择的标准就是行为人利益是否得到了最大化。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众多行为人同时实现利
益最大化状态就是理想地实现了最佳资源配置效率的均衡状态，是经济运行的追求目标。而行为人是
自己效用实现水平的最佳判断者，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必然建立在行为人同意的基础上，行为人也只有
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利益得到最大化时，才有维持均衡的激励，因此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允许行为人自
主决策的自由市场价格体系是实现最佳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佳途径，由此产生了效率价值观的引申观念
——市场至上观。这种观念认为自愿谈判是实现效率的最佳途径，促进行为人之间的自愿谈判、减少
阻碍谈判的交易成本应是制度建设的重要使命。法律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实际上是理性选择理论在法
律问题上的应用、深化和反思的过程。科斯的贡献在于将相互竞争的研究者吸引到了自己周围，《社
会成本问题》一文指出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未来领城和使用的方法，由此标志着现代法律经济学的诞
生。而科斯贡献的基础就是理性选择，他指出了人们是在按照交易成本的大小在选择法律制度。在科
斯之后的谈判理论是对科斯贡献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是将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更广泛、更具体的法
律领域。然而，在理性选择理论被更深入地应用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感到其解释力的下降，缺乏应
有的现实性。于是，人们开始反思理性选择理论，讨论在理性选择的界定上是否遗漏了什么。在反思
中，人们发现实际上科斯贡献的本质就在于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制度因素重新纳入了理性选择的视野
中。而博弈论则是具体化了被理性选择理论忽略的信息成本和对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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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史的世界(套装共3册)》：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硕士点招生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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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不错，纸张质量印刷都还行
2、王立民这两把刷子咋在法史学界混到今天的，不懂外语不懂上海也不懂法研究啥子上海法制史，
培养的学生更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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