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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以及相关文献为基础
，对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主要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法制建设的论述进行系统梳理，以
实事求是的态度，学术的视角，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社会建设历程，向读者展现邓小平法制思
想的全貌，使读者系统了解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全面认识邓小平
法制思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本书对于邓小平法制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均具有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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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传光，1963年生，安徽省濉溪人。
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比较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法理学、法律史学研究会理事。
1986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和2003年于中国政法大学分别获法学硕
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08年在华东政法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
曾任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政法系主任，安徽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和法律教育研究会副总干事；曾被授
予安徽省优秀教师称号，被评为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两次被授予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4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主要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法律文化和宪政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工作。
出版著作和教材12部，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一些论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编
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司法部重点项目各1项、省级及其他社科项目8项。
学术成果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提名奖和国家图书奖，安徽省社科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和论文三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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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邓小平理论与邓小平法制思想  一、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  二、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内
容  三、邓小平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编  邓小平法制思想概览　第一章　邓小平法
制思想的产生    一、邓小平法制思想产生的国际背景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产生的国内背景    三、邓
小平法制思想产生的历史起点和对理论禁区的突破    四、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　健全
法制，实行法治，依法治国    一、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萌芽    二、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党和国
家坚定不移的方针    三、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抛弃人治，主张法治，依法治国    四、坚持公民
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章　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增强全民法律观念    一、加强立法工
作，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二、关于法律的内容及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认真执行法律，促进法
律实现    四、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增强守法观念　第四章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方针，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一、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是维护社会稳定
的需要    二、“两手抓”思想的提出及其基本内容    三、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制度    四、依靠法制手
段反腐倡廉    五、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第五章　发扬民主，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一、对社会主义民主重要性的认识    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环境、目的、内容和保障条件    三、民
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    四、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辩证关系    五、为了保障民主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　第六章　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建立依法治国的领导机制　
第七章　从中国国情出发，保护最大多数人的人权　第八章　“一国两制”与一国主权内的“法律多
元化”下篇　邓小平法制思想比较研究　第九章　邓小平法制思想与毛泽东法律思想　第十章　邓小
平法制思想的特征　第十一章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新贡献　第十二章　邓小平对部门法
学的理论贡献　第十三章　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应遵循的方法　第十四章　邓小平法制思想与法治　
第十五章　依法国思想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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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领导了西南地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
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
他于1973年重新出来工作后，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大刀阔斧地整顿“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
混乱局面。
全面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的峥峥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1976年，由于I司“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他首先从端正思
想路线人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
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邓小平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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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内容，并陆续发表过几篇有关邓小平法制思想
研究的论文。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邓小平法制思想概论》，应当说是自己十多年来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成果的集
中展现。
  在当下的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与对西方法学知识的追求相比，对于能为中国法治社会建设提
供思想指导的理论，研究得还不够。
笔者认为，在中国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无疑应当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这种学习
和借鉴，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和实践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在学习国外一切有益的法律理论、借鉴甚至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
验的同时，必须面对中国的文化，必须面对中国的问题，必须关注中国法治实践中所形成的法律思想
。
对于法学研究中存在的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应当结合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具体国情，予以冷静分析，而不应该完全“依附”。
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形成，并对中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律思想，同样具有学术研究价
值。
这可以说是笔者长期关注和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动因。
  本书以《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以及相关文献为基
础，对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主要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法制建设的论述进行系统梳理，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学术的视角，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社会建设历程，向读者展现邓小平法制
思想的全貌，使读者系统了解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全面认识邓小
平法制思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法制思想，学界从不同角度有很多的探讨。
在已有的研究中，一般把“邓小平法制思想”称为“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也有的称之为“邓小
平法治思想”或者“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应当说，这些表述都有一定道理。
但笔者认为还是用“邓小平法制思想”更恰当一些。
因为：其一，在邓小平著作中，使用最多的是“法制”一词，“法治”一词很少使用；其二，在邓小
平法制思想中，既有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包含执法、司法、守法等动态意义上的法制；其
三，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时，往往又同民主结合在一起，强调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
化，蕴含着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
因此，使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表述，既符合邓小平著作中的表述习惯，也能反映邓小平法制思想
的基本内涵。
  如何看待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法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产生何种程度的影
响，笔者完全是在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
对于邓小平有无法制思想以及是否构成理论体系的质疑，笔者的研究表明，邓小平不仅有法制思想，
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已经构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该书还有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对邓小平法制思想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还可以结合当
代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践做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对于研究中的不足，希望广大读者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的李春林先生。
他不仅赞同我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的想法，而且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从结构体系到写作思路，都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没有他的热情支持，本书的写作我是很难完成的。
衷心感谢张文显教授长期对我从事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所给予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同时也衷心感谢付子堂教授、马长山教授，在本专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曾同他们进行过多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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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得到具有启发性的建议。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不少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谨一并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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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小平法制思想概论》：人民法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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