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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综述 

    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于2004年8月7日至8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现将会议情况

简述如下： 

    本次年会的主题有二，一个是关于比较法学理论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另一个是

学会的改选工作。 

    

    一、比较法学基本问题的讨论 

    比较法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方法？对是方法人们没有争论，但是否是学科有争论。是否是学科主要取

决于它有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 

    大多数学者认为比较法学是一个学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研究对象是世界各国不同法律制度

之间的关系。不能只是一个国家的法制。方法是比较，但比较法学者应不是一般地运用比较的方法，不是

就事论事，而是要把比较的方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为各部门法学科提供理论工具。 

    有学者指出，比较法学是用比较方法研究法的学问，当然是一门学科。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还成果还不

多，与其他学科划分还不清楚。为此，他主张比较法学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比较法学是用比较的

方法研究各方面法的问题，狭义的比较法学是法系的宏观比较这是别的学科所没有的，以此将本学科与他

学科区别开来。研究中不止是罗列两大法系的异同，更要说明其原因、发展趋势、发展规律等。两大法系

都在变化中，不要静止地看。除两大法系以外，还要注意其他的法律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是

其中之一。儒家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的法的不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和各个文化圈之间的比较等。最后目

的是找出共性的东西和个性的东西。 

    比较法的概念。有学者指出比较法与比较法学有区别。严格说来，没有一种实在法叫做比较法，只有

比较法学，这是一种从方法上的独特性方面来命名的法学学科。他认为，以后尽量多用比较法学的概念，

少用比较法的要领。概念。 

    关于比较的方法，有学者概括为宏观比较、微观比较两种。后者是对规范的比较，是细节的比较。他

强调对微观比较要联系实际。研究要面向最新现实。方法也要多无，不能非此即彼的思维。有学者指出，

要有规则比较，也要有功能比较。对规则只有有相同功能就可比较，不必是同一个部门法的内容，在不同

部门法的规范也可比较。除了法律比较外，还要有文化比较，即从此找到法律的内核。静态比较与动态比

较，要综合运用。 

    在比较法的研究对象上，有学者用排除的方法还明确之。他说比较法不是外国法，也不是对比法即简

单的罗列对比，而是要有一个理论体系，要超越一般的比较方法的运用。不是求同法，而是求同知异，要

了解同异背后的原因。 

    在研究态度上，学者出要保持客观主义的态度，不要只是实用主义，从简单有利于今日中国的需要出

发。 

    比较研究的范围，不能只在两大法系上，现在形成了许多新的法系，如欧盟法就是一个新的问题。如

欧盟法是怎样发展形成的，欧盟法成员国的共同法与国别法的关系等，包含了许多不同法系的制度。 

    比较法学的生命力在于要将其作为理论和学科，但也要把他作为方法，即要注意学科的基本问题，也

要注意部门法的实践。二者都不能忽视，否则都搞不好，一定要吸收部门法学的经验。比较法的生命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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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二者都要重视。也有学者指出，重要的不是学科和方法之争，而是在研究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也有学

者指出，学科还是方法，以后还会争下去，会逐渐深入下去，但不可能达成共识。重要问题是进一步加强

比较法学的研究工作，对我们的立法等工作有作用。比较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才是研究的目的，而不

只是条文的搬用。 

    关于比较法学的观念问题。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提出了比较法学的新思维问题。比较法学现处在一个

新的阶段。国际上主要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西方国家在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学者

要从惟国情论即强调中国特色向普适主义的法治观转变。反对闭关和抵制革新的观念，加强移植和借鉴。

不要总说姓资姓社，不要过分强调人权、民主的阶级性。这样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关于比较法的特色与功能。有学者指出，当前借鉴与移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需要加强比较法的研

究。比较法的特色是功能主义。一个是学术功能，找普遍原则等，但这在大多时候是少数学者的工作；另

一个是实践和应用功能，为实践服务。后者更应受到重视。实践功能包括四个，一是为本国立法服务，三

是为法律解释服务，这是从法的适用上讲的，尤其是司法适用，三是为教学服务，四是为制定国际统一规

则服务。 

    我国比较法学的趋势已从宏观比较向规则法学即部门法学的比较发展，并进一步向法律环境的比较发

展，更重视实践的效果问题。不能只在概念和规则上的比较，要向活的东西发展。 

    在谈到比较法的方法时，有学者指出研究比较要知道引学科的历史。比较法最初主要是概念的比较，

这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进行；后来人们开始进行功能比较，即探讨怎样解决问题而不问其用什么规范；再后

来到了二战后，人们开始进行文化的比较，即考虑法律规则的社会背景，目的是找到好的方案来处理自己

面临的社会问题。我们今天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不要拘泥于一端。 

    在比较对象问题上，讨论意见较多。有学者指出，要从一元化向多元化价值观转变，不能只重视英美

法系，要加强大陆法系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有学者指出，比较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国家、地

区、领域，或不同管辖权的地区的法律制度的交往冲突、融合、移植、相互影响及其原因等。也可说，比

较法考察的是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对比较法的影响。全球化意味着上述的交往、冲突等大大加强了，这是比较法发展的极大的推

动力。今天官方、民间和私人的交往大量出现。全球化是人类活动的范围、组织形式的扩大化。过去人们

的活动限制在本土，后来发展到了全国，现在发展到了全球。人们的组织权力也从过去的本土的权力，发

展到了国家的权力，现在要求发展到全球的权力。 

    全球化是柄双刃剑，中国要趋利避害。中国要承认现实，加入进去，发挥作用。中国要看到全球化的

必然趋势从而积极地参与其中，但也看到全球化过程中的强权逼迫，要有科学的分析，警惕法律帝国主

义。 

    比较法研究需要具备许多知识。外国法、外国社会条件、外国与我国比较的优劣何在，这三个知道了

才能研究。此项研究一定要对我国立法有益，。除了立法以外，司法也在推动中国的进步。也有指出，比

较法一是外国情况，二是中国现实，都要熟悉才行。既有规范，又有运行，又要有社会。 

    比较法学除了基本理论要研究以外，一定要关注热点问题。去年三大事件，一是非典事件，促进了信

息公开、可问责政府的研究；二是孙志刚案件，引发人权保障与社会控制、违宪审查问题的研究；三是搬

迁补偿引发的弱势群体保护、农民权益保障等问题的研究。以上问题的处理都要借鉴外国经验。比较法学

要关注，这是此学科的生命力所在。 

    比较法学不能只是规范比较和法条比较，要深入社会条件、语言、经济、文化等条件。要讲确定性，

也要讲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只是文本研究。静态动态的关系都要注意研究。 

    研究中不要有一边倒的倾向，即不要像过去那样倒向苏联，也不要倒向英美。要注意大陆法的重要

性。大陆法较适合中国历史，也适合中国改革的自上而下的道路的需要。因为判例法的精神是遵循先例，

具有保守性。 

    对西方法的制的态度，总的说，中国今天还是要借鉴西方的东西，要全面而深入地学习。也有学者指

出，比较法学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进口，也要出口，要把我国好的东西向世界宣传。 

    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共同性。从中国的历史看，经历了一个从输入法学，到

政策法学，再到市场法学的过程，现在搞科学法学了。比较法学是其中之一。比较法学一方面是规则制度

的层面，这是基础的，另一方面是各种不同之中的共同性。全球化造成了许多规则的共同性，尤其是私法

领域。比较法就是要找这些共同规则的理由。这就要从表面规则和制度深入到共同性，这只是分析不同法

律制度的关系。比较法最终的目的是构筑世界的共同的规则。比较法学就是一个从个性到共性的研究过

程。也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目的应是怎样建立一个协调的秩序，而不是一个世界法的东西。探求世界各

国规则的共同性，不是要制定出共同规则。研究过程是从个性到共性，但个性是一定要保持的。有学者指

出，比较法要寻找共同的东西没错，但关键是什么是共同的东西，这里争议较大，来自于人们研究层次的

不同，也同人们的立场不同有关。 

    对中国特色的态度，有学者指出，强调中国特色的目的往往是要屏蔽什么，这是不好的。还是要看到

共同性。也有学者指出，法学研究一定要讲中国特色，要解决中国总是，立场和目的一定要讲，要从有利

于中国发展的角度看问题。 

    怎样看待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普遍性与个别性也是人们讲座人讨论的热点。多数学者指出这既是人

类共同经验和智慧的旨晶弗昌结晶，反映了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需要，又是欧美国家文化的产物和智慧的



特殊产物。顷对具体规则要具体分析，根据各国的情况而定取舍。 

    比较法学者要有世界胸怀，走出国家的藩蓠，只有这样才能找出世界性的共同规则。不必在移植问题

上纠缠不休，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所共有的。。 

    加强比较法的研究，要吸收更多的各方面的人来进入研究工作，尤其是从事部门法的同志。 

    其他研究的问题还有中美两国第一部宪法的比较研究。中外职务犯罪的比较研究、人权公约与生命权

的比较研究、报告制度的比较研究、行政在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律的趋同及对全

球化的影响、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现代公司制度的关系、司法与纠纷解决中的比较法学等。会议就这些具

体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热烈的讨论。 

    

    二、学会改选情况与工作总结 

    孙在雍副会长就改选问题传达了法学会的意见。 

    关于投票权和理事的产生。江平指出，凡是来开会的都有投票权。凡是副高级职称以上，有论文的来

开会者都可以是理事，但两次会议不到者除去理事。 

    会议用鼓掌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理事和常务理事的名单。会议决定以后适时增补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

的同志为副会长和常务理事。 

    会议以鼓掌通过的方式通过聘任事项，聘任江平为比较法学会的名誉会长，聘任沈宗灵、孙婉钟、潘

汉典、郭道晖、李步云、陈延庆为学会的顾问，任命张少瑜为秘书长，王志华为副秘书长。 

    会议还就学会工作进行了总结。 

    孙在雍副会长讲话，指出学会五年来工作有许多成就，队伍扩大了，并积极对外交流。 

    刘兆兴会长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指出过去的一年里工作成果显著，举行了重点科研讨论，题目是

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法的功能；出版了本会的论文集《比较法在中国2004》卷，此书至今年已出了4卷；

新增补了常务理事；办了许多重要的国际研讨会，如与清华大学法学院合作的座谈会等，江平参加了日本

的法动态化国际研讨会，政法大学的米健主持和"天一"网以比较法研究为主题，江平贺卫方为社科院法学

所作了学术报告，朱景文去比利时作了科研报告等。这都说明本研究会学术活动活跃，现已成为了中国法

学会重要的一员。 

    

（张少瑜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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