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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之相应，法学教育与研究也迅速发展。
除已有法律院系外，大量理工科大学发挥各自优势，兴办了各具特色的法学教育，从而大大拓展了我
国法学教育的阵地。
河海大学这一以水利为特色、以工科为主导的原水利部直属高校（现属教育部），也于1988年启动了
法学专业教育。
2000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河海大学成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点单位，并于次年开始了该学
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成为江苏省第一个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点。
　　20年来，河海大学的法学学科已逐渐发展壮大，随着民商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的成
功招收，该校已形成了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为主要特色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历经8年努力，河海大学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学科建设已渐趋成熟，被列为该校的“十一五
”重点建设学科，从而开启了该学科向更高层次冲刺的建设时期。
基于此，河海大学法学院在多年持续推进重大课题研究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系统展示该校以环境与
资源保护法学为中心的研究成果的出版计划。
首批出版的著作包括：（1）《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研究》；（2）《船舶污染侵权法上的严格责任研究
》；（3）《变革时期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研究》；（4）《中国水利法制建设研究》；（5）《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问题研究》；（6）《中国节水立法研究》；（7）《城乡环境正义的追求与实现
》；（8）《环境法哲学研究》；（9）《环境刑法专题研究》；（10）《公用事业法原论》；（11）
《土地征用及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研究》；（12）《高校行政法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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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题的一般理论研究的预设前提：（1）假定社会成员都是理性的人，他们都有一种反思性生活智
慧，从自己的生活过程中学习如何生活与如何做人，能够从自己的现实利益出发，根据存在的场景环
境，选择自己的生活类型，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形成、丰富、修正自己的观念与信仰体系。
这种生活智慧是一种主动适应过程。
（2）社会成员的行为完全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假定社会能够提供完全健康、合法的环境，其成员能够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这是指所有社会成员只会按照自己的原则、信念或价值观念去行为，而不会受利益的引诱而失去做人
的原则，也不会因为受权力的威慑而改变自己的选择。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伦理作为特定社会的应有社会关系体系，是道德和法律的基础，这一“应有社
会关系体系”必须表现为实有规范——道德与法律，并通过它们来实现。
道德和法律这两种“实有”规范的不同特点和表现形式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冲突；不仅如此，当代中国
的社会变迁使得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更具复杂性。
对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将对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消极影
响。
为此，限制和减弱这一冲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法律的伦理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所以
，制定并实现“良法”，建构社会和谐秩序，是解决我国当代法律与道德冲突问题的重要途径。
当然，本书的结论并不否认下列观点：比如说，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完善、司法制度的改革、人
的素质的提高、法律制度本身的完善，所有这一切对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本书只是侧重从法律的伦理性这一视角探索其对解决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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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基本理念的阐释与界定　　第一节　法律、伦理与道德　　“时间究竟是什么？
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用语言准确地表达词语的含义。
但为了与他人进行沟通与交流，便于他人的理解，我们又必须界定一些常用词语的基本含义并遵循一
些原则。
首先，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现实生活去构造纯粹的概念。
尽管为了建立一种理论，思想家和学者都习惯于用一些抽象概念与范畴，通过判断、推理与论证等方
法使自己的理论具有说服力、解释力，并达到理论体系的完满与自洽。
但他们所界定的概念与范畴一般都受时代的影响，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他们在特定的时点上，运用
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结果。
其次，我们不能忽略历史和传统。
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无论人们生存的环境、社会制度，还是人们
的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开历史和传统。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他们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习惯和文化传统
等深层次的精神生活上，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更何况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呢？
所以，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一些词语和句子的理解也是我们界定概念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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