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1949-2009)》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431
字 数：518000
印刷时间：2009年03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3690143



内容简介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以基本法律为主干，
由法律及其配套法规为内容构成的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本书运用翔实的资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主要法律部门的立法活动进行了回顾。对每个法律部门的立法活动都
是从立法回顾、现行法律的不足以及完善的建议三方面展开的，既有对当代部门法的精
雕细琢，又有高屋建瓴的法律史视角。

作者简介

何勤华，男，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留学。
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西方法学史》、《中国法学史》
（三卷）、《20世纪日本法学》、《法律文化史谭》、《律学考》等专著，在《中国社
会科学》、《法学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宪法
  第一节 我国宪法发展的成绩回顾
  一、宪法实践取得的成绩
  二、宪法学研究的成绩
  第二节 我国宪法发展的不足
  一、在宪法理念上，宪法工具主义的影响依然强大．
  二、权利思想缺失、有关宪法权利的规定不足
  三、尚未形成成熟的、被普遍接受的宪法变革模式．
  四、对我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反思
  五、我国宪法存在的空白性规定
  第三节 对我国宪政之路的展望
第二章 行政法
第一节 我国行政法的历史回顾
  一、我国行政法发展的几个阶段
  二、我国行政法取得的成绩
  三、总体评价及行政法发展趋势展望
第二节 我国行政法体系的缺陷和问题
  一、缺乏完整的行政法体系
  二、渊源复杂，交叉、重叠、矛盾和冲突并存



  三、缺乏统一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四、一些重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明确
  五、行政立法技术存在缺陷
第三节 促进行政法治化的对策
  一、推动行政民主化
  二、完善行政程序
  三、行政组织设置的法治化
  四、完善行政监督救济机制
五、与WTO等国际规则接轨
第三章 民商法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民商事立法活动
  一、建国初期我国的民商事立法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民商事立法
  三、三大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民商事立法的挫折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民商法律体系的构建
  一、我国民商事立法活动的恢复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的确立与民商事立法的发展
  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民商事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
  四、21世纪民商事立法的新发展
  第三节 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的缺陷与问题
  一、民法典的起草与搁置
  二、民法典组织方法的不足
  三、民法典制定技术的缺陷
  四、商事法律分散、混乱
  第四节 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争议述评
  一、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的争议
  二、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之争
  三、关于是否单设债法总则编的争议
  四、关于是否设知识产权编的争议
  五、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是否留在民法典的争议
  第五节 进一步完善我国民商法律体系的建议
  一、制定民法典，完善我国民事法律体系
  二、完善我国商事法律体系的建议
第四章 婚姻家庭法
  第一节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回顾
  一、基本立法回顾
  二、相关法律法规回顾
  三、相关司法解释回顾
  第二节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一、欠缺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
  二、禁婚亲的规定
  三、夫妻财产制的规定



⋯⋯
第五章 经济法
第六章 刑法
第七章 诉讼法
第八章 国际经济法
参考文献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宪法
  宪法是特定国家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内容上，它规
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在法律效力上，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制定和修改
程序上，它比其他法律都更加严格。宪法规范由此具有了根本性、最高权威性、原则性
、纲领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综观世界各国，宪法与民主紧密相连，民主主体或民主
事实的普遍化，是宪法得以产生的前提。而基于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
以及其确认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保证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又可以
说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在社会主义中国，宪法不仅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也是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大宪章。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和权力
制约原则，是贯穿我国立宪和行宪始终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我国宪法发展的成绩回顾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法制建设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
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宪法在实践与学理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可圈可点
之处颇多。囿于篇幅所限，对宪法的发展与成绩谨作简要回顾。
  一、宪法实践取得的成绩
  宪法作为法律部门而言，其所涉及的具体法律较多。由于《宪法》是宪法法律部门的
核心法律，并且在宪法法律部门中，其他法律的进步总是离不开《宪法》的进步或者是
以《宪法》为载体的宪法理念的进步。因此，对于宪法实践的成绩回顾，主要以《宪法
》的变迁发展为例进行阐述。实践中，宪法的成绩主要有：
  （一）宪法制定程序日臻科学完善
  综观我国宪法发展，历经坎坷曲折，成绩来之不易。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具有广泛代表性，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
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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