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推荐】

本书主题涵括法的自主性、 话语

权力分析、 跨国司法对话、 民法典、

政治世界观、 人权与 “动物权” 等诸

多经典命题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

系对法学、 政治学等学科前沿性问题

的深度讨论， 也是对相关论题研究进

展的一次集中展示。

目录

第 1 讲 法的自主性 ： 神话抑

或现实？ ———世界与法的自创生

系统

第 2 讲 话语 / 权力分析在法学

研究中的运用

第 3 讲 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与

合法性审查

第 4 讲 中国崛起中的跨国司法

对话———中国法院如何促进 “一

带一路” 建设

第 5 讲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三重

困境

第 6 讲 民法典的价值理念与立

法技术

第 7 讲 政治世界观的法律建构

第 8 讲 民法典合同编的改革与

创新

第 9 讲 两种政体 ， 三类共同

体———多棱视角看中国的国家形

态

第 10 讲 人权与 “动物权” 之

辩———对一种法治意识形态的省

思

【作者简介】

本书为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推出的华东

政法大学“东方明珠大讲坛” 第 1 季 （前

10 讲） 的汇编。

相关主讲人均为国内外各领域的著名学

者， 演讲主题涉及法的自主性、 话语权力分

析、 行政协议、 跨国司法对话、 法律史研究

的困境、 民法典、 政治世界观、 中国国家形

态、 人权与“动物权” 等诸多法学、 政治学

经典命题， 相关内容属于学术研究的前沿领

域和交叉研究的成果， 系对法学、 政治学等

学科前沿性问题的讨论， 学术气息浓厚， 语

言明白晓畅， 可读性强。

【内容简介】

本书由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教

授和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教授联袂主编。

郭为禄教授， 福建平潭人， 法学博士，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主要研究领域

为法学教学和研究、 高等教育法制， 著有

《大学运行模式再造》 《高等教育法制的结

构与变迁》 等， 主编或参编多部教材； 在

《行政法学研究》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

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及多项省

部级立法研究课题和决策咨询项目。

叶青教授， 江苏无锡人， 法学博士， 现

任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 主要研

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 诉讼证据法学和中

外司法制度； 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一般和委托课题多项； 在法学核心刊物上发

表论文 130余篇； 著有 《刑事诉讼证据问题

研究》 等， 主编、 参编著作及教材 30余部。

【精彩节选】

第 1 讲法的自主性 ： 神话抑或现实 ？

———世界与法的自创生系统

时间： 2020年 3月 29日

主持人： 陆宇峰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科研处副处长）

主讲人： 於兴中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

院教授）

与谈人： 高鸿钧 （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

研究会会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鲁楠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丁玮 （康奈尔大

学访问学者、 哈尔滨工程大学法律系副教

授）、 杨静哲 （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 华侨

大学法学院讲师）、 余盛峰 （康奈尔大学访

问学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陆宇峰 （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教

授）、 张文龙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

一、 开场致辞陆宇峰教授 （主持人）：

第 2 讲欢迎来到华东政法大学第 1 期

“东方明珠大讲坛”。 “东方明珠大讲坛” 是

我校正在建设的高级别学术论坛， 旨在落实

“学术兴校” 的理念， 打造具有学界美誉度、

全国影响力的一流学术殿堂， 营造浓厚的科

研氛围和高雅的学术氛围， 带动全校高水平

科研成果取得进一步突破。

第 1期论坛很荣幸地请到了国际知名法

理学家於兴中教授。 於兴中教授是哈佛大学

法学博士， 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王氏中国法

讲席教授。 他是致力于向中文世界引介现代

法理学前沿成果的知识使者， 也是引领中国

法理学研究的精神领袖。 今天於老师将带来

题为“法的自主性： 神话抑或现实？ ———世

界与法的自创生系统” 的讲座。 “法的自主

性” 作为法理学的经典问题， 是自然法学、

实证主义法学和法社会学的争议焦点。 但於

兴中老师将向我们表明， 这个问题早已超越

法学领域， 引发了科学哲学、 政治哲学和社

会理论的关注。 这种跨学科的关注， 极大地

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丰富了我们对法的自主

性的理解。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於兴中教授向主办

方特别提出， 希望邀请另一位在法学、 社会

理论、 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都有精湛造诣的

学者共同讨论。 这位学者就是中国法学会比

较法学研究会会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高鸿钧

教授。 高鸿钧教授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为

中国外法史研究和比较法研究作出贡献的学

者之一。 近来法学核心期刊 《清华法学》 用

整整一期的篇幅， 刊发了他所带领团队的印

度法研究成果。 高老师也是中国社会理论法

学的领军人物， 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他关于

哈贝马斯商谈法哲学理论的精深研究， 近几

年他又带着全国几十名学者共同研习更为艰

深的卢曼系统论法学。 让我们期待高老师与

於老师围绕法的自主性问题的对话。

……

中外学者深入探讨法学前沿理论

书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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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名词规范化研究的

主要目标 ， 在于认识和揭示

法律概念的本质及特点 ， 掌

握法律概念的一般规律 。 本

书以促进我国法学名词规范

化为目标 ， 较为系统地梳理

了近代以来中国法学名词的

渊源 、 含义以及相关名词概

念的关联性 ， 并就当代中国

立法 、 司法 、 执法以及法学

研究等方面关于法学名词应

用的现状及发展 ， 提出了自

己的意见与建议。

本书以税收法治为主体的

财政收入制度、 以预算法治为

主体的财政支出制度、 以财政

监督为主体的财政控权制度构

成了财政法治核心的基本框

架。在这之中，以财政监督为中

心的财政控权制度是廉能政府

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

破口。本书以国际比较、中国语

境和法治路径建构作为逻辑主

线， 探讨公共财政监督的法律

理念、 基本规则和中国公共财

政监督法治化路径。

昂格尔的 “法制变革” 主

张从根本上重构了西方现代法

治， 即突破现代法律科学加诸

自身的种种限制， 在守法与变

法 、 法律与政治 、 中心与边

缘、 等对立范畴之间建立制度

联系 ， 在法律分析中进行争

论。 本书在围绕昂格尔上述批

判法理思想进行梳理的同时，

着重关注了昂格尔的 “西方现

代法治原理多元可能性” 的理

论思考， 针对变动世界的制度

建设方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批判法理与多元现代性：

罗伯托·昂格尔法学思想研究初步》
《法学名词规范化研究》《法治新时代的公共财政监督》

B2 非常阅读

《自主性与共同体———

“东方明珠大讲坛”讲演录（第 1 辑）》

郭为禄 叶青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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