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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学界在如何认识授权立法的问题上，迄今仍然有诸多须待廓清的迷点或需要明辨的要领。比如，
在授权立法主体的特定性、授权立法与授权现象的界分、授权立法的范围和方式、授权立法的程序和
监督机制、授权立法的种类和功用、当代中国授权立法的阶段和形式这些基本问题上，就并非没有进
一步探讨和明了的必要。中国授权立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生活，事实上还有较大的空间。自然，面对
着如何认识这些授权立法的问题，我们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创造而在于表述，不在于发明而在于发现。
就是说，我们首先应当准确认知授权立法的这些基本环节和重要侧面，然后才能对授权立法予以科学
的阐明，而不是硬要随自己的想象或意愿，给授权立法的种种论题贴上自己的“特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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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旺生，男，1952年 9 月 9 日生，安徽省无为县人，汉族。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重点学
科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国家教
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
奖励。1989－199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作访问研究；1994、1995、1996、1999年分别在香港作短期
讲学；1996－1997年在美国伊利诺依斯大学作访问研究。 
??周旺生主要从事立法学和法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率先创建立法学学科并取得成功。迄今已发
表约500万字著述。包括：（一）自著、合著著作30余部；（二）论文70多篇，其中在《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核心刊物发表万字以上长篇论文 30 多篇。主持多项国家级和
省部级科研项目，主编多本全国统编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为北京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并为高级法官培训班、硕士学位研修班、政法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其他诸多院校和国家机关，讲
授立法学、法理学、立法学专题研究、法理学专题研究、当代中国立法研究、中国法理学研究、法学
经典著作解读、比较立法制度等十多门课程。讲授生动深入，深受学生欢迎。 
??周旺生在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同时，积极参与国家法制建设，特别是积极参与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活动
，为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为中国硅谷
基本法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的制定，就是由周旺生担任首席顾问、专家组组长和主要起草人的
。 
??周旺生的研究证明了这样几点：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工程，除应包括长期来人们所追求的“四个现代
化”外，还应包括法治现代化。没有法治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其他现代化。观察世界上发达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它们的发达程度通常总与它们的法治现代化的程度成正比。现代社会有
两个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经济实行市场化、政治实行民主化。而这两化都需要法治来保障。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最鲜明的标志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
和民主政治，必须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设法治国家。而无论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还
是国家法治化，首先要有好的制度建置。这种制度建置在中国国情之下特别表现出对立法的需求。由
此就要有好的立法研究。在这种基础上，周旺生系统阐明、论证了如何在中国国情之下加强立法和立
法研究，构建了中国立法学体系，就立法改革和完善提出一整套建设性的对策和大量具体建议。 
??周旺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系列赖人寻味的现象，主张改革完善中国法学研究的方法和进路。
周旺生注意到，二十年来中国法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确取得重大进展，在与国际先进法律文化和法律
制度连接或向其学习的过程中作出许多努力。但有意思的是，中国法学在研究西方例如美国的法律学
说和法律制度时，所注重所着力推介的主要是其判例法学说和判例法制度，然而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
实际生活在与西方例如美国发生连接时，所注重所着力借鉴的主要是其成文法律制度及其经验。中国
法学理论研究与法治实际生活的疏离，使得周旺生提出改革完善中国法学研究的方法和进路的种种观
点和对策。他还进一步以英国人边沁的成文法学说未能在其本土获取实践价值却在欧洲大陆结出丰硕
果实、德国人萨维尼的学说即便影响一时却未能使德国法制按照其所指引的方向运行这样一些著名的
历史事实，佐证了法学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准则在于法学能够为法治实践生活所选择所应用，而不是与
法治实践生活相疏离或为法治实践生活所摈弃。 
??周旺生把立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设，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事业。他于1988年出版国内第一部
《立法学》，为立法学在我国崛起发挥了奠基作用。1994年推出60万字的长篇论著《立法论》，提出
、研究和阐述了中国立法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新问题，拓宽、深化和推进了国内的立
法研究。他的研究既填补了中国法学体系的空白，促进着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法学研究方法论的
变革，又对在中国实现立法的科学化、完成市场经济向中央和地方提出的全新而繁重的立法任务、并
进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他构造的包括三要素的立法学体系，为后来的立法研究提供了
典范化的模式。他的立法研究，被认为代表着国内先进水平。 
??周旺生的理论研究成果受到广泛的重视和采纳。国内关于立法问题的研究著述，很少没有引用周旺
生著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注周旺生的立法研究。周旺生本人更经常被
邀请或被聘任为立法顾问、立法专家参与立法实践。由周旺生担任专家组组长和首席顾问的中关村立
法，引起了国内国外的广为关注，作为中关村立法主要成果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制度建置
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创新性的举措，正在产生日渐深刻和明显的影响，对中央和其他地方立法有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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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义和直接借鉴的价值。 
??周旺生在科研和教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受到多方面的奖励和表彰。主要有：1988年获北京大学首届
优秀青年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991、1994年两获北京大学和美国安泰集团光华安泰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2年获北京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1995年获第二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
；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1－1992学年度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1993年
获司法部颁发的首届育才奖；1994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1995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
受欢迎的教师；1996年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奖励；1999年被评为国
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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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立法思想　哈耶克立法观探究——从一个维度解读《法律、立法与自由》译林求索　一种新的立
法理论——立法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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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北京大学的这个一套，还可以的
2、是一本对立法研究有益处的书
3、对写论文应该有帮助

Page 6



《立法研究(第5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