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社会的纠纷预防机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传统社会的纠纷预防机制》

13位ISBN编号：9787516146579

出版时间：2014-10-1

作者：陈会林

页数：2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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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明清时期传统社会纠纷预防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以点带面地考察和深度解读传统中国预防社
会纠纷的历史实情，揭示其通过有效预防社会纠纷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机制与规律，为当代中国必要的
社会纠纷预防机制建设，乃至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地方自治建设寻找新突破口和新思路，提
供传统方面的思想借鉴和法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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