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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法治现代化研究:以国会立法为视角》从分析英国法治现代化动力入手，剖析了英国法治现代化
的时序，重点分析了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法治做出应时性和合理性调整的成因；法治现代化不
同阶段应时性和合理性的法律制度建设的贡献；法治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互动，特别就法治现代化
对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困境的破解进行了分析。最后，探究了英国法治现代化的路径。通过对英国法治
现代化动力、时序和路径的分析，试图阐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需要从现代化动力、时序和路径等领域
做出努力，不仅应大力推动工业化发展，还应积极推动法律制度的应时性和合理性调整，更应注重选
择恰当的法治现代化路径，促进中国法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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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燕，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
士学位；1990年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6年起在山西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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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撰《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副主编）。主要论文获得山西省社科成果奖，并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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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导论 本书旨在以现代化为理论视角和历史坐标，立足于探求英国法治现代化的动力，剖析
英国法治现代化的历程，探寻英国法治现代化的路径，挖掘法治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为当
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法治现代化的概念众说纷纭，缺乏确定公认的定义。本书将其
定义为自工业化以来，伴随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律制度自身的合理化和应时化过程，表现为
法律的存在状态和变革过程。进一步推论，英国法治现代化就是指自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伴随英
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英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化和应时化过程。 法治现代化需要一定的动力源。动
力的本意是指使机械运转和做功的力量，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就是指推动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力量。由此
，法治现代化的动力就是指推动法律制度发展和变化的力量。从动力源分析，法治现代化有两种：内
源性法治现代化和外源性法治现代化。内源性法治现代化是指法治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社会自
身，而外源性法治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由外部冲击力引发。“这两种进程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启
动社会变迁的那些决定性因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影响到各国政
治发展的趋势，而且影响到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特点，实际上也就影响到现代化的不同模式的选择。”
因此，探讨英国法治现代化的动力对进一步探寻英国法治现代化的路径具有决定意义。 英国法治现代
化属于内源性法治现代化，即推动英国法治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英国社会内部，并且这些内部因
素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最终推动了英国法治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进程。 推动英国法治现代化的内
在因素首先是英国的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改变了社会生产力，机器生产成为生产
力的主要方式，将农业社会下的主要生产力——人力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人的主要任务是围绕机
器生产服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写到“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
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革命性的工业技术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短期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使得经济因素上升为支配社会发展速度的主导力量。工业化是现代
化的核心结论由此得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引发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工业化
生活方式的普遍扩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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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国法治现代化研究:以国会立法为视角》旨在以现代化为理论视角和历史坐标，立足于探求英国法
治现代化的动力，剖析英国法治现代化的历程，探寻英国法治现代化的路径，挖掘法治现代化的普遍
性和特殊性规律，为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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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的历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重复英国呢？？？？
2、看过英国议会立法，可以比较我国立法，引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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