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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
　　伴随着向新世纪迈进的时代脚步。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波澜壮阔地展开。
这场伟大变革的进程已经并且将继续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导引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
走向。
　　综观20世纪的全球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区域或国度，尽管法律变革的过程、特点
和目标有所差异，但是作为一种模式或势态，法制现代化却几乎成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基本法律表现。
诚然，这个进程在不同的文明国家中的具体实现程度是不同的；不过，它所昭示的法律文明成长的时
代走向却是激动人心的。
　　法制现代化属于法律发展的范畴。
法律发展论所要探究的乃是社会发展与法律进步之间的互动关联结构，它所要构建的正是法律成长的
一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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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波澜壮阔。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全球化趋势对全球法律发展的深刻影响，着力研究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互动
机理，探索建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式类型，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变革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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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一、引言　　当代中国法律正处于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过程之中。
这场伟大的法律革命不是一个早上醒来的突发奇想，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促成的产物。
外来法律文化的影响是这一变革的重要催化剂。
在走进新世纪的历史时刻，当代中国的法律变革与正在扑面而来的全球化趋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
幅颇为奇特的互动画面。
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而且促进了一种新的经济交往规则的历
史性生成。
在全球经济交往的过程中，法律生活世界正在出现全球性重构的趋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已经逐
步地而且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全球化进程——尽管在有的情况下常常表现得被动一些。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外法学界和法律界关注的对象。
本章研究的重点，在于试图分析新的全球发展因素或条件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所产生的
历史性影响，进而确证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范式选择。
　　二、内生与外发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从一种长期流行的关于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分类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一种主导的观念是按照现代化最初的动力来源之差异，
区别出内生型与外发型这两种现代化模式。
所谓内生型，是指社会现代化的最初动力产生于本社会内部的现代化类型；所谓外发型，是指社会现
代化的最初动力来自于社会外部严峻挑战的现代化类型。
根据这样的看法，西欧国家是内生型现代化模式的典型代表。
与内生型现代化不同，外发型现代化国家内部缺乏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生成的自发性因素，或者这些因
素及条件较为薄弱，难以形成推动社会自身现代化的内在张力与动力。
这些国家通常是指非西方国家的大批后来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与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早生的现代化国家的影响与扩张，就成为那些后生的现代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
路的最初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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