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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法理学论文索引 

阅读次数： 2733  2005-12-15 9:21:00 

1、法的发现与证立/焦宝乾/法学研究/2005/05  

2、国家转型与治理的法律多元主义分析—中、俄转轨秩序的比较法律

经济学/张建伟/法学研究2005/05  

3、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的合法化进路 沈岿/法学研究/2005/04   

4、事实与规范的二分及法律论证/焦宝乾/法商研究/2005/04 

5、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以元杂剧为材料/苏力/法商研究/2005/02 

6、法律人性化:一个概念的澄清/张德淼/法商研究/2005/01 

7、主观超过因素新论/董玉庭/法学研究/2005/03  

8、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为例/苏力/法学研究/2005/01  

9、评《牛津法律大辞典》重译本/陈忠诚/比较法研究/2005/03 

10、法律拟制正名/卢鹏/比较法研究/2005/01 

11、“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观点综述/侯猛/法学/2005/10 

12、社会信任的法律重构刘焯/法学2005/07 

13、在法科生与民进党之间—对民进党高层的法社会学考察/李学尧/法

学/2005/05 

14、法治社会中法律的局限性及其矫正/秦国荣/法学/2005/03 

15、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社会法”语词使用之确

定化设想/竺效/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02 

16、走近“陕派律学”/闫晓君/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02 

17、法律与文化:法学研究的双向视角/李其瑞/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

学报/2005/03 

18、有限政府理论的现代解读/詹福满,苗静/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

报/2005/03 

19、法律中的可辩驳推理/邱昭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

5/04

20、中国法学界研究冲突规范的路径/肖永平/政法论坛/2005/04 

21、自由主义:基于理性的政治论说/张桂琳/政法论坛/2005/02 

22、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主导资源分配现象剖析/杨阳/政法论坛/2005/2 



23、非概念性法学中的事实、价值与行为/Gene Shreve/政法论坛/20

05/02

24、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丛日云/政法论坛/200

5/02

25、论法律保留原则/蒋剑云/行政法学研究/2005/01 

26、哲学的方法与后现代法理学/朱振/现代法学/2005/04  

27、法律行为的效力依据/李军/现代法学/2005/01  

28、规范学视野中预备行为可罚性的反思与重构/高艳东/现代法学/200

5/01 

29、法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及其他/张永和/现代法学/2005/01  

30、论法政治学的创立/卓泽渊/现代法学/2005/01 

31、中国法理学知识谱系中的前苏联因素—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孙国华教

授访谈录/王申/法学/2005/02 

32、论法律变革的内在动力/袁晓东/政治与法律/2005/05  

33、权力的私人性及其法律控制/董长春/政治与法律/2005/05 

34、论法律的艺术之维/邓少岭/政治与法律/2005/02 

35、法律推理的实践理性原则/李桂林/法学评论/2005/04 

36、从解析一个学派探究法学思维方法的可贵尝试/郭道晖/法学/200

5/05

37、社会法学的双重关注:社会与经济/王全兴/法商研究/2005/01 

38、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实现多元利益和谐统一/尤俊意/政治与法律/20

05/03 

39、法的阶级性的理论危机/丁以升/法学/2005/02  

40、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舒国滢/政法论坛/2005/01 

41、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舒国滢/法

学研究 2005/03  

42、从引证看法学—法学引证研究的三个基本方面/成凡/法商研究/200

5/01

43、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1966年4月20日在柏林法学会

的演讲/卡尔·拉伦茨/ 比较法研究2005/03 

44、思想的歧途—法学方法论中的德、法风格及历史主义倾向/徐爽/比

较法研究2005/03 

45、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邓正来/

政法论坛/2005/04 

46、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本土资源论”的批判/邓正来/政法论

坛2005/03 



47、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邓正来/政法论坛/2005/02 

48、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邓正来/政法论坛/2005/01 

49、NGO的民间治理与转型期的法治秩序/马长山/法学研究/2005/04 

50、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长成及其法治化/张清/政法论坛/2005/01 

51、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法治/张弘/法学/2005/04 

52、论和谐社会与法治/严颂/政治与法律/2005/03 

53、科学发展观与法制建设研讨会综述 邱本 /法学研究/2005/04 

54、社会文化认同与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反思/侯强/政治与法

律/2005/05  

55、从司法实践的视角看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法制建设——论法与社会的

互动/范愉/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01 

56、重新研究法的渊源/周旺生/比较法研究/2005/04 

57、论法律渊源—以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为视角/李龙,刘诚/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02 

58、法的渊源意识的觉醒/周旺生/现代法学/2005/04  

59、“执政能力”的法理解读/郭道晖/法学/2005/07 

60、“依法执政”的哲理思考/严存生/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

05.05

61、法学家眼中的和谐社会/何勤华/法学/2005/05 

62、论和谐社会与法治/严颂/政治与法律/2005/03  

63、私人自治与法律行为/易军/现代法学/2005/03  

64、后现代法学的批判价值与局限/陈金全/现代法学/2005/02 

65、“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单飞跃/现代法学/2005/02 

66、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讨论/熊谞龙/比较法研究/2

005/02

67、论权利能力的本质/李永军/比较法研究/2005/02 

68、权利的伦理解析/强昌文/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03 

69、动物权利导论—孩子与狗之间/潘丽华/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

报/2005/04 

70、权力还是权利—采访权初论/刘斌/政法论坛/2005/02 

71、权利冲突之辨析/李常青/现代法学/2005/03  

72、民间规范与习惯权利/谢晖/现代法学/2005/02 

73、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张翔/法学研究/2005/03  

74、区域协调发展立法的观念转换与制度创新/刘水林/法商研究/200



【返回】  

5/04

75、最密切联系原则与我国的立法及实践/马灵霞/政法论坛/2005/01 

76、立法公正的实现与保障机制/汪全胜/政法论坛/2005/01 

77、关于划定具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思考/李兵/法学/2005/09 

78、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立法问题/李林/法学/2005/09 

79、类推适用的私法价值与司法运用/屈茂辉/法学研究/2005/01  

80、理念、法的理念—论司法理念的普遍性/王申/法学评论/2005/04  

81、后现代法学思潮的正义观对司法公正的启示/高文盛/法学评论/200

5/04

82、中国公法学现代化的方法论/进路 于立深/法商研究/2005/03 

83、论统一公法学的价值/王广辉/法商研究/2005/03 

84、公法(学)研究:“统一”与“分散”的统一/杨解君/法商研究/200

5/03

85、公法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姜明安/法商研究/2005/03 

86、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

疑/袁曙宏/现代法学/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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