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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促进我国高等院校工程管理专业下设的房地产经营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物业管理等方向的
教学质量的提高，全国部分财经类高校工程管理专业的负责人经过充分酝酿，决定在本专业各院校的
专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发挥各院校的优势，突出各院校的专业特色，通力合作出版一套《新世纪
工程管理专业系列教材》。
专业教材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难以培养素质和能力方面都符合市场经济
发展要求的专业人才。
尤其面对2l世纪不断发展的科学与技术，快速变化的国际国内市场等新形势，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
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发展变化中求生存，在学习创新中求发展是所有
高校专业建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因此，尽快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与工程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相吻合的高水平教材
就成为当务之急。
　　《新世纪工程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以管理、财经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为主，在完全符合教育部专
业指导委员会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所设定的“管理、经济、工程技术和法律”四个知识平台基本要
求的前提下，突出财经类、管理类院校对工程项目在经营管理、价值评估、可行性研究、项目营销策
划、资产的保值增值等方面的专业特色，撰写以管理和经济为主线条的系列教材，以满足人才培养的
需要。
　　经过所有参编院校的认真讨论，一致同意本系列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是：　　1.所编写的教材必
须符合建设部高等工程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　　2.财经类院
校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偏重在培养经营管理能力方面，在教材编写中，要考虑培养学生对
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良好运用能力，要体现培养懂工程技术的经营管理人才，以培养房地产开发商和
经营商人才为主，为工程建设企业培养经营型人才；　　3.新编写的教材要有一定的超前性：要体现
出21世纪对人才的要求，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后对工程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的要求，所涉及的
内容要争取和国际惯例相衔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4.突出案例教学：力争在教材中体现实用
性，在课程内容允许的情况下，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出发点，选取恰当案例作为课程内容的
补充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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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等法律为主线，并结合有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
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阐述了城市规划法律制度、建筑法律制度、招标投标法律制度、建设工程合同
法律制度、房地产法律制度以及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等相关内容。
　　在教材编写时注重了一般法律知识的阐述和对相关法律规定的介绍、解释，语言通俗易懂，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减少学习时的困难。
《建设法规概论(第2版)》适合作为土木工程专业和工程管理专业及相近专业建设法规课程的教材，也
可供从事工程建设和工程管理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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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 法的本质和现象　　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联系，是决定客观事物存在的根据；现象则是事物的
外在表现和外部联系，是本质的表现形式，这是任何事物都具备的两个方面。
而且事物的本质总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一切现象的表现也总要反映事物的本质。
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即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此，区分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是法学认识的前提。
法的现象是指能够经验的、凭借直观的方式可以认识的法的外部联系的总和，是直观的感性对象-一法
本身；法的本质则是深藏于法的现象背后以至凭借直观的方式无法把握的法的内在联系，是人们对可
感知的法的外部联系的真实本源的一种主观把握和理性抽象。
法的现象和法的本质是对法学认识的统一对象的不同方面。
在认识法的本质时，必须首先揭示法的现象。
因为法的现象是具体的、可感官的。
所以只有深入到法的现象领域，揭示法的现象之间的联系，才可能正确认识法的本质。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法律都是由其阶级属性决定的，它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
，体现在国家对法的制定、认可以及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全过程中。
为此，法的具体现象反映了深藏其后的法的本质。
　　1.法是阶级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反映　　其一，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可以说是法的本质的基本属性
。
意志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意识。
人的意志不能无端地产生，也不可能随意地接受别人的意志。
统治者要让被统治者接受自己的意志，就必须把它明确表示出来，并强制被统治者接受。
再者因为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不统一，所以法反映的也不是统治阶级中每一个人的意志，它
只能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整体愿望和共同利益。
因而统治阶级中个别的侵犯整体利益的人，.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事实上，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整体利益，在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不尖锐时，法也要反映一些被统
治阶级的意志，但这种反映，必须以不侵犯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前提；这也是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
而常常采取的策略和手段。
实践要求，统治阶级往往要通过法确立一些对整个社会有益的行为规则（如建筑法、经济法等）为维
护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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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设法规概论(第2版)》由郑润梅主编，作为新世纪工程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之一，编写的根本目的在
于，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建设法律、法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工程建设法律意识，使学生
具备运用所学建设法律、法规基本知识解决工程建设中相关法律问题的基本能力。
为此，该教材在编写内容的组织上，不仅注重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并以1998年国家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颁布的工程管理专业为基础，整合了原专业目录中的建筑管理工程、国
际工程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部分)等专业，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专业覆盖面，以实际状况为前提
，以我国现行的工程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撰写，力求使学生了解法律、法规内容，注重
对这些条文的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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