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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法治意识与人的现代化研究》内容简介：人的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标
志之一就是公民法治意识的确立。《社会主义法治意识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旨在研究法治意识与人的
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探索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法治意识与人的现代化研究》认为：人的现代化可在多方面对法治意识的培养起到推动作
用，而法治意识又对人的现代化具有一种内生的催动力，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提高公民素质，培育
公民法治意识以塑造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人将是我国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非常急迫的工程。全书分
六章论证上述主题：第一章，从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人手阐明人的现代化的概念，同时厘
清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论证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是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也就是思
维方式中主体意识得到确认。
第二章，将视角转向法治与人的现代化关系，论述了法治与人的现代化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法治作
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模式，其核心是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章，探讨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内涵，从区别法律意识与法治意识的关系人手，分析法治主体的法
律认识程度和权利、公平、正义、平等等这样一些基础价值观念所构成的法治意识要素结构，探讨了
法治意识与法制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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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现代化质量表征。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及其对理性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需
求的相对差距，这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的质量表征。其中包括物质支配水平、环境支持水平、精神愉悦
水平和文明享受水平的综合度量。3.现代化公平表征。一个国家的“共同富裕”程度及其对贫富差异
和城乡差异的克服程度，这是现代化的公平表征。其中包括人均财富占有的人际公平、代际公平和区
际公平的总秘。从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现代化的一些共同特征：1.工业化和市场化是现代化
的基础。从经济上说，所谓现代化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即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转变为以工业
为主导的社会。工业化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工业化一般指后发国的工业发展过程，它们的工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较低，需要在发展中提高其比重和水平。由于工
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后发国家要赶上经济发达国家，必须经过一个工业化的过程，以建立起强
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工业化不仅仅是使工业的技术装备、组织结构和管理达到先进的水平，而且意味
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技术面貌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大改观、大进化，它是与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
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其他各方面现代化紧密相连的一个范畴。因为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
发展，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而工业化的实现也为技术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农
业的现代化从某种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只有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才能说是实现了农业的
现代化。国防的现代化也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没有工业化为国防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就不可能实现
国防的现代化。这种广义上的工业化通常可以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产品数量、质量、品种发生极大
变化，交通运输等空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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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长期以来备受理论界、学术界的重视，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果。但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将关注的重心停留在物质的现代化以及制度的现代化方面，忽略了人的现代
化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同样，法学界对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探讨日益深入和全面，但如何将社
会主义法治意识与人的现代化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何理解和把握人的现代化对健全社会主义法
治的意义，这方面的探讨尚十分薄弱，或者说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因而，有关
社会主义法治意识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书是我承担司法部2006
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专项任务课题《社会主义法治意识与人的现代化研究》的最终成果，由
我和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朱海波博士共同完成。本书由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商学院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资助出版，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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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好意思，评价晚了，您的书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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