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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
近年来，“以人为本”“依法治国”成为我党的执政理念。
　　本书围绕树立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法律发展与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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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龙，男，1937年生，湖南祁阳人，武汉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
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顾问，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法学组主要成员。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法学论文百余篇，共出版著作三十
部。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三项、教育部重大项目两项、省部级重点项目四项。
连续三届获国家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司法部科研一等奖各一项
，2004年、2009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一等奖各一项。
指导的学生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后奖各一次。
 
　　程关松，男，1965年生，湖北省黄冈市人，师从著名法学家李龙先生，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
法学基础理论，在《中国法学》、《法律科学》、《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近三十篇；主持、参
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两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省级项目六项；参与著作八部；多次获
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占红沣，男，1981年生，湖北黄梅人，法学博士，主要研究西方法理学和当代中国重大理论与现
实问题。
在《中国法学》(英文版)、《法律科学》、《政法论坛》、《法学》、《法学评论》等核心期刊上发
表论文二十余篇，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三项，主持中国法学会项目一项，省级项目一项，
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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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学基础理论创新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我国法学基础理论的创新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法学基础理论的创新      二、十年建设时期法学基础理论的创新      三、十年
动乱前后法学基础理论的浩劫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法学基础理论的创新      一、在法的本质上：实
现了从法的阶级性到法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并重的转变      二、在法律原则上：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原则并使其内涵不断深化    三、在治国的理论与方略创新上：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四、在人
权的原理上：关于人权属性、主体、内容和实现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五、在研究范式上：实现了从阶
级斗争范式向以人为本范式的转变    六、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一元单一视角向一元多视角转变    
七、在学科体系上：丰富和完善了法理学教材体系与法理学教育体系  第三节  对法学基础理论中的一
些问题的反思　  一、“权利本位论”    　二、“法律移植说” 　⋯⋯第二章　以人为本的法哲学解
读第三章　以人为本为法学基础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方法伦第四章　以人为本奠定了法学基础理论创新
的价值基础第五章　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构建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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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有法必依。
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规定办事，尤其是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
任何违反。
”接着，他对有法必依作了具体论述。
董必武同志这一思想，后来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补充，形成了“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
其次，董必武同志就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法制教育，要求党
员应该成为守法的模范，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制工作列入工作议程，党委要定期讨论和检查法制工
作，党的监察委员会要对党员的遵纪守法情况进行监督等问题作了深刻论述。
最后，董必武同志还对当时某些干部不重视法制的根源作了科学的分析。
他认为具体根源有三：一是历史根源。
董必武同志沿用了列宁的观点，指出在革命斗争夺取政权以前，革命者对旧法是蔑视和仇视的，要革
命必须冲破旧的法制；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如果不及时对革命者进行革命法制建设，就可能使革命
者把过去仇恨旧法的心理演变为对新法的轻视，个别人甚至认为新法制是对老百姓而言，与他们无关
。
这显然是错误的。
二是社会根源。
解放初期，多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因为群
众运动是轻视法制的，董必武同志认为，这也是一个社会根源。
三是阶级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干部来自农村，而农民中不少人有生活散漫、轻视法制的习惯，董必武同志说这
也是引起一些干部不重视法制的原因，并指出应及时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
董必武同志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作的发言，不仅对当时，而且对现在都有直接意义。
在此之前，董必武同志还在党的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中作了一次发言，提出和论证了《司法必须为经济
建设服务》这样一个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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