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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法学（第3辑）》

内容概要

《东南法学(2010.1·总第3辑)》内容简介:东南，历史传统久远绵厚，学术品格独立深醇，声望名声响
亮纯泽。复建后的东大法学不过10余年，然而她同样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她最早可以溯及民国时
期1928年成立的中央大学法学院。昔日中大法学院人文荟萃、名流云集，学界、政界许多著名人物或
曾任职或曾就学于中大法学院，他们用才华、真诚和自信缔造了东大法学数十年的辉煌。我们没有理
由不去将这种学术精神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东大法学人发奋图
强，不断开拓创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她已拥有同样丰富的图书资料、现代化的模拟法庭和电子化
的教学设施，更有着自由、平等、宽容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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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东南法学讲坛周叶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之路的几点认识吴玉章：公民结社的现象分析张千
帆：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百年回眸与展望工程法专论张马林：论工程法的调整对象李  川：工程
重大安全事故罪的问题与对策——以德国法为借鉴程  宏：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效力——
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视角黄  喆  陈宝锋：工程上民法实务问题研究——第一届海峡两岸工程法
学研讨会会议综述董事法专论大村敦志著  夏  芸译：民法等实体法中的生命、身体——为思考“生不
生孩子的权利”陈玉玲：药品缺陷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赵银仁 夏芸：浅析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法律责
任杨志琼：试论医疗领域中的商业贿赂犯罪胡潇潇：论药品专利的BoIar例外丁冬冬：拒签手术同意书
法律问题研究各科分论：汪进元：地方自治比较研究张雪莲：南非社会权司法保护的程度李煜兴：协
商民主视角下政治协商的法治功能研究张  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与基本刑事政策的互动关系刘  
刚：德国犯罪竞合理论研究——兼谈中国罪数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朱长宝：论创新在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中的作用李可：汉藏佛教力量在森林营护中的作用及意义——一个跨民族跨地域的比较王孔祥：
信息战时代的区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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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法学（第3辑）》

章节摘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观念和理论层面，即是新时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过程中有
关观念变革、理论研究，如何具体开展的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宪政。正如前面所说，宪政是人类
文明的结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宪政的用法也不便用其他提法替代，比如宪政与
宪法秩序不能等同，宪法秩序主要是宪法贯彻实施的后果状态，很大程度上处于静态的，而宪政是动
、静的统一，最主要的特征是动态的，因此主张用宪法秩序替代宪政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新
中国成立初期，宪政的概念就已经广泛运用，毛主席将宪政概括为民主政治，很多法学家和国家领导
人都有关于宪政的论述。其次，从理论研究角度要深入分析，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
理论的体系。宪政作为人类政治发展比较成熟的一条道路，形成了一些基本范畴、基本概念，以及概
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就是从范畴到范畴之间的联系，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是完全有可能
的。当前，党还没有一套非常好的、成熟的理论系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
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但毕竟没有就治国理政的问题形成一套
系统。能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系，是党能否在现代政治建设领域与经济建设领域一
样充满自信的关键。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系，不是简单的概括，也不是翻版西方的论
述，有待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入分析研究。（二）制度与机制层面在制度与机制层面，关键的是必须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或者称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抽象概念。这种抽象的概念、理念和原则不具体物化为制度，只不过是空谈而已。所以，制度机制
是从理论、观念转化为具体政治现实的至关重要的中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这样的一个中间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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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法学（第3辑）》

编辑推荐

《东南法学(2010.1·总第3辑)》:周叶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几点认识；吴玉章：公民结社
的现象分析张千帆：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张马林，论工程法的调整对象日，大村敦志著，夏芸译：工
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问题与对策民法及实体法中的生命与身体——为思考“生不生孩子的权利”。【
东南法学讲坛】，【工程法专论】，【医事法专论】，【各科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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