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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十年里，全球化问题的引人和持续升温无疑构成了中国法学场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全球化问题引入到法学场域，不仅意味着法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知识总量的增长，更带来了法学思维
方式的变革和观念结构的更新。
这一学术景象在最近几年法学界的全球化研究中愈发显现出来。
近几年的全球化研究逐渐从那种对法律全球化是否可能的表态式研究走出来，进入一种更为多元性和
建设性的学术研究阶段。
这表现为法学各学科的学者开始以全球化为思考坐标或分析工具重思、反思法律理论和法制实践中的
传统问题、观念和思想，或者开始更为细致地描述、解析法律领域中全球化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复杂的
现象或事态。
编者的目的就是想向读者展示法学界在全球化研究上的这种学术进步和进展。
收人本书的论文主要有三组。
第一组，“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制”。
这些论文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和参照系，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观察、考量和回答了中国和世界法制变
革的诸多问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变革进程，世界结构对当下中国的强制性支配，前法治
国家、法治国家和后法治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国际法律理念从国家本位理念向国际社会本位理念的
转变，中国宪法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制度的重构，法律意识形态从一元论向多元论的转变。
第二组，“法律场域中的全球化”。
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和方面透视、解读和分析了法律场域错综复杂的全球化现象，包括法律全球化
同法律国际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法律全球化进程中的特征分析与路径选择，国际化时代的人类共同
法向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共同法的转型，示范法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趋势，人权全球化的概念、原则和
发展维度，国际社会中的“社会立法”现象。
第三组，“全球化与法律区域化”。
其中共有三篇论文。
它们分别探讨了欧盟和东亚法律区域化的关键性问题、包括欧盟宪法危机问题，东亚法律区域化的可
能性问题。
在后一个问题上，收入本书的两篇论文对东亚法律区域化的近期图景表达出了不同的预期和理解。
此外，本书的附录部分还收录了两篇书评性论文。
这两篇论文对西方和中国学者有关全球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反思性、解读性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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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国内众多法理学、国际法学知名学者关于法律全球化方面的论述，意在向读者展示中国学
者从法学的视角对全球化的解读。
本书包括17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制、法律场域中的全球化、全球化与法律区域化等
涉及全球化方面的法律问题。
全球化问题引入法学场域，不仅意味着法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知识总量的增长，更带来的法学思维方
式的变革和观念结构的更新，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展示了法学界在全球化研究上的学术进步和进展
。
    本书可供法理学、国际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在研究时阅读参考，也可供法学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及
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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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整体观念：中心与边缘以往的法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领域，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论述，赞扬古
罗马法作为商品经济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所达到的成就，赞扬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所体现的自由
精神，赞扬当代西方国家对人权保护、环境和社会保障所达到的水平。
但从全球的观点，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这些西方法制成就的取得是以牺牲、剥夺世界其他民族
的利益为代价的。
以罗马法为例，贵族与平民的斗争，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的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它们共同构成了古罗
马社会和法律发展的两条主线。
平民的胜利，贵族不得使平民沦为奴隶，使罗马成为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平等社会，罗马社会不再按
照等级身份排列，这成为罗马法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法律”①的主要原因。
但是，平民的胜利又使罗马失去了奴隶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于是只有靠对外不断的发动侵略战争，扩
大自己的疆界，扩充奴隶劳动的来源。
奴隶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创造了古罗马的文明，但是他们却没有独立的身份。
也就是说，罗马公民的平等是建立在对被征服的非罗马公民的不平等的基础上，体现商品生产者社会
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以它的对外扩张，对海外行省的赤裸裸的掠夺和原始积累为基础。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被看作是现代国家关系史的开端，它不同于古罗马的行省制度，它建立在
主权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而在罗马帝国和它的海外行省之间，不存在主权平等的关系。
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限于主权国家之间，而不包括主权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也就
是说它只是整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对于被这些国家所征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则根本没有平等的主权可言，被排斥在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之外，它们只能作为列强征服的对象，而不可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定的只是这些主权平等的列强相互承认它们对殖民地的瓜分的既成事实。
这正像在罗马帝国的行省制度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罗马公民的平等，看到体现这种平等原则的罗马法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利，罗马人对行省的军事征服与经
济掠夺。
世界秩序的另一部分是欧洲列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扩张，所谓两大法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
两大法系形成的方式基本上都属于“国内法的国际化”，即把在一个国家内部通行的法律制度带到其
他国家，从而形成一个以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为蓝本的法律集团。
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是独立的，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
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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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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