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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
我个人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步入大学的殿堂研习法律也已满30年。
这30年来，我经历并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参与并见证了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发
展。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是社会全面发展的30年，更是我国民主法制
建设全面进步的30年。
我深为我国30年来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也因能够见证这一伟大历程深感自豪。
　　在年幼时，我目睹了“文化大革命”动乱，感受到了这场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每当回想起当年社会的动荡、人民的贫困、精神的桎梏，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我深深感到今天的成就
来之不易。
我当时在农村插队，艰难的生活令我甚至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究竟要走一条什么
样的道路，我们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就在人们普遍陷入怀疑和迷茫之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为国家的发展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而在此之前，因为高考制度的改革，我个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我从农村走进城市，从一个插队
青年走进了做梦都没想到的大学，从此与法学和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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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战略意义更为凸显。
深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善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断健全，中国法制建
设事业的明天将会更加辉煌。
我们迎来了法制建设的最好时期和最好机遇，我们亲身经历了中国法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历程。
我们应当勇敢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顺应时代的潮流，回应人民的期待，争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不断作出贡献！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作者围绕30年来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和状?，作了一些回顾、总结和展望
。
现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主要是表达对改革开放真诚的拥护、对中国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坚定信心。
世事虽无尽，人心终有归，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几代中国人的
孜孜追求。
中国必然要沿着依法治国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够重展
汉唐雄风，我们的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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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民法总论　　论中国民事立法体系化之路径　　一、零散的单行法有悖于民法的体系化　
　在近代法典化运动时期，有一种比较极端的理论认为，可以制定一部无所不包的民法典，尽可能规
定各项民事法律制度，并允许法律类推适用，这样就可以为任何民事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相应的法律
规范，并排斥单行法的存在。
在此意义上，民法典将“成为调整市民生活和保障民事权利的系统性宪章”。
但是，该理论很快就被实践证明是一种神话。
随着19世纪末期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大量新兴法律问题频繁出现，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各国都在民法典之外颁布了大量单行法。
这使得“民法典的唯一法源地位”成为历史，民法典甚至被边缘化，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去法典化”
。
意大利学者伊尔蒂（N.Irti）在1978年发表了“民法典的分解时代”一文，认为现在已经处于民法典分
解的时代。
他认为，在层出不穷、种类繁多的民事特别法的冲击下，民法典已经被民事特别法分解，其社会调整
功能已经被严重削弱，其在私法体系重大核心地位已经丧失。
　　将这种思路运用于我国，会得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民法典已经不再是民事法律的核
心，那么我国就没有必要制定一部民法典。
对此，笔者认为，尽管现在各国民法典确实遭遇了来自单行法的冲击，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我们已经
处于“去法典化”．的时期，甚至认为仅凭民事单行法就足以有效调整社会生活：一方面，从比较法
上看，虽然各国民法典不再是私法的唯一法源，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法典仍然是私法的主要法律渊源
，民法典仍然居于私法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尚未制定一部民
法典，目前讨论“去法典化”问题可能超越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
故而，这种意见并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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