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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

内容概要

《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主题，由喻中教授独著。全书
内容由三个部分构成。其中，上篇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导论”，主要梳理一些前提性问题。中篇是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总论”，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理性论述。下篇是“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分论。亦即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诸要素的“分别论述”。三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上篇侧重
于阐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知识论，中篇侧重于阐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体论，下篇侧重于阐明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方法论。把各有侧重的三个部分汇聚起来，铸成一书，可以全面展示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的不同维度、不同侧面，从而勾画出一个立体性的、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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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重庆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性著作有：《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乡土中国的司
法图景》、《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论授权规则》、《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中
国法治观念》、《风与草：喻中读尚书》、《在法律思想的密林里》，代表性论文有：《吴经熊与马
锡五：现代中国两种法律传统的象征》、《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辛亥革命与梁启超
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主编《法律思想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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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导论
第一章  法学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性质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其他分支学科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科背景
第四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域外的对应物
第五节  小结
第二章  知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一节  知识形态的分类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纯粹理性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实践理性
第四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技艺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研究范式
第一节  “行为—过程”范式的特征
第二节  “行为—过程”范式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三节  再论“行为—过程”范式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四节  小结
中篇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总论
第四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渊源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二节  传统法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三节  传统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
第一节  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思想地位的参照系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代背景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意义
第四节  小结
第六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解释
第一节  作为政治的司法
第二节  作为政治的法治
第三节  政治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四节  小结
第七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解释
第一节  文化解释与文化形态学
第二节  西方法治形态的变迁
第三节  中国法治形态的演进
第四节  小结
第八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中国现代法治思潮
第一节  国家主义法治理念
第二节  自由主义法治理念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四节  小结
下篇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分论
第九章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第一节  依法治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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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依法治国的实现
第十章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第一节  执法为民的概念
第二节  执法为民的实现
第十一章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第一节  公平正义的概念
第二节  公平正义的实现
第十二章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
第一节  服务大局的概念
第二节  服务大局的实现
第十三章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第一节  党的领导的概念
第二节  党的领导的实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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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法学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一门法学必修课或选修课，
已经进入了一些法学院校的课堂，已经成为了一门与法理学、宪法学以及其他法学分支学科相并列的
新课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一门新的法学分支学科，已经呼之欲出。这样的趋势意味着，在当代
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大家庭中，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当前，对于这个新成员的到来，法学界还有一
些迟疑，还有一些审视与打量的目光，这是正常的，这就像某个相对稳定的家庭，突然来了一个新成
员，都有一个适应期、磨合期一样。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如何从法学体系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的学科属性；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体系中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如何在中国法学
知识体系的大家庭里，恰当地摆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位置，就构成了一束相互关联的现实问题。有
效地回答这些现实问题，是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前提。 对于这样的现实问题，我们的基本观
点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展示了中国法学体系中的一门逐渐生长起来的新兴科学，那就是政治法学；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政治法学的中国化表达，代表了中国风格、中国精神的政治法学。 为了阐明这
个基本观点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本章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治
法学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科属性进行合理的界定。接下来，在法学体系的视野中，探讨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体系中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理学的关系，从
而在法学体系中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找到一个相对恰当的位置。在此基础之上，先从纵向的时间维度
着眼，剖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一门新课程、新学科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论著选读”之间的渊源关系；再从横向的空间维度着手，探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一门课程与学科
在域外的对应物，旨在表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政治法学的中国化表达，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物种
，它履行的功能，在其他国家的法学体系中也有相应的课程或学科来承担。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及延伸性讨论。希望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论证，为理解法学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理解中国风
格的政治法学，为本书内容的渐次展开，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性质 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风格的政治法学，这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性质。那么，何谓政治法学？简
而言之，政治法学既可以理解为关于政治的法学理论，亦可以理解为关于法的政治理论。 在学术思想
史上，政治法学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悠久、涵义较为模糊的老概念。从实质上说，政治
法学的思想、智慧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史一样古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古典的学问几乎都包含了政
治法学的旨趣。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雅典政制》。再譬如，以“治”作为普遍诉求的中国先秦典籍，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为政治法
学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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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结构完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对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的系统阐释。并且注重在知识传承的基础上追求知识的拓展与创新，具有探索
性、前沿性，兼顾思想性与学术性。《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为进一步的研究
和讨论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能够激发读者的学术热情和理论兴趣，可以提升读者的想象能力和思辨能
力，进而养成圆融而通透的心智。《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是一本以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为主题的著作。它有法学教材的特征：相对完整的结构与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的系统阐释。同时，它也有学术专著的特征：一人独著，在注重知识
传承的基础上追求知识的拓展与创新，具有探索性、前沿性，兼顾思想性与学术性，为进一步的学理
讨论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能力、思辨能力和理论热情。因此，这是一本个性化的
教学用书，也是一本承载着教科书使命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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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
2、我很喜欢这本教材，物有所值。
3、有参考价值,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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