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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园法学文萃》收入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在建院10年期间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代表性学术论
文，并附有学院教师在这10年中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全部学术论文的目录、所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
项目的目录，以及所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科研奖项的目录。
收入的学术论文在内容与篇幅上保持了其发表时的原样，少数略有改动的，均已加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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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法学理论的阐述与建树
法制现代化的分析工具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
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法哲学思考
唐代法律体系研究
清代民法语境中关于“业”的表达及其意义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开放结构中的确定性追求——兼论哈特与富勒法律理论的契合性
权利的私人性及其法律控制
迈向共生型的社会规则交往——善治理念与当代中国社会规则交往模式的更新
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利本位观——拉兹的权利概念分析
立法过时的司法应对——评卡拉布雷西《制度法时代的普通法》
司法如何面对道德？

二、宪政的理论思考与制度分析
维权与控权：经济法的本质及功能定位——对“需要干预说”的理论评析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之忧思
理论与现实的碰撞：当代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政治法学的基本范畴初探
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
三、诉讼的原理探索与制度建构
举证时限制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追问证据失权的正义性
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以检察环节为中心的分析
论裁判请求权——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
家事调解：比较借鉴与制度重构
判决过程中法官的价值发现
论诉权的人性基础及其宪法化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宪政之维——以中国宪法文本为基点的思考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适用
四、刑法的理念阐发与制度创新
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
司法刑法学的视域与范式
标准：基准刑确定的根据
中立的帮助行为论
论罪刑法定视野下的“轻重”刑事政策
五、民商制度的比较借鉴与模式选择
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民法实践
法律全球化视角下的我国的注册资本制度——关于资金和资本的法律思考
政府建构与民法现代化
论技术措施版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经济全球化时代WTO对国际经济法的创新
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比较研究
私法中的“人格”范畴含义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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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杰塞普的跨国法思想及其对现代国际法的贡献
对WTO“贸易救济制度”的重新审视——以DSB对GATT/WTO法理的“激进主义”突破为视角
物权法中房地一致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论确立夫妻日常家事代表权制度之必要——日本夫妻家事代理权制度带来的启示
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法理正当性——从法人组织体说的局限性及其超越之路径展开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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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以来，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社会迅猛发展、快速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人民法院及时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推行司法改革，开
启了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崭新历程，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步伐。
一、司法改革的基本进程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总体进程来看，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呈现出
一条由司法规范重建审判方式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在重建司法规范制度和恢复司法秩序的基础上，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切人点，不断深化改革，逐步
推进到审判组织、审判程序、机构设置、法官职业化、法官人事制度、管理制度等法院制度的各个层
面。
司法改革走过的三十年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恢复重建司法规范为主的阶段、以审判
机制及方式改革为主的阶段和以司法体制改革为主的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为司法改革的第一阶段，核心是重建司法规范制度和恢复司法秩序，致力
于变革一般司法审判工作方法，规范审判行为和诉讼程序。
在这一阶段中，人民法院积极消除“文革”中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拨乱反正，复查纠正冤假错案，
恢复法院建制，重建司法规范。
1988年6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提出要搞好法院自身的改革，加
强和完善自身的机制。
会议指出，要认真执行公开审判制度；要切实改进合议庭工作；要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高办案
效率；要改革法院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体制，建立多层次、正规化的法院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要推进法
院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很显然，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法院改革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设想与方案。
在这样的思路下，人民法院自发地在法院内部进行着“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审判逐步由一般工
作方法转向司法工作方法，强化了司法的程序性和规范性。
但这一规范过程直到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颁布实施才真正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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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园法学文萃(套装全2册)》是纪念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建院10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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