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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学会法社会学研究会举办“法治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 

2014年7月3日，上海市法学会法社会学研究会成立暨“法治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成

功举行。研讨会由市法学会、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共同主办，哈佛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中国艺

术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

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中外知名学府的法社会学学者，还有政府部门、司法机构、律师界的

资深实务专家，共100余人参加。 

中国艺术研究院梁治平研究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林来梵教授分别作会议基调

演讲。梁治平研究员指出，相对应传统中国与现代国家两种秩序，在由礼法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过程中，存

在着两个断裂即礼崩乐坏，法取礼而代之和建立法治，礼法隔绝，德法分途。其中与社会转型和法治相关的

重要议题包括改革的逻辑与法律的发展；党治与法治的关系；法律与社会脱节等重要问题。所有这些，最后

都指向所谓的法治——中国的法治。它们共同决定了这个法治的实际样态，或者说法治的中国形态。而发生

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以及展开于其中的法治进程乃是法社会学研究最丰沃的土壤。 

林来梵教授的演讲关注“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他认为，从静态的文本角度分析，宪法并非完全没

有被实施。在现有的145个规范条款中，有待实施的有32个，这些条款主要涉及公民权利规范，国家职权规

范，国家组织职权条款。这些条款在宪法价值秩序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规范角度来看，呈现出一种倾斜性的

实施状态。其次，把宪法实施作为现象来看，利用历史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当今中国宪法

实施形态类似于近代欧陆国家宪法实施形态。所不同的是，二者宪法的实效性差异，法国、德国等的议会总

是通过制定大量的法律来落实宪法的规范和精神，并且和司法机关联手制约从君权脱胎过来的行政权。对于

中国宪法的发展方向，林教授认为有可能向西方一样往现代宪法的方向发展。他希望中国的宪法实施能够从

报复宪法向互惠宪法转型，从基本权利确认书向基本权利的保障书转型，从非规范宪法向规范宪法转型。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

所长韦森教授作了评议。季卫东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法社会学强调现实的社会结构，梁教授把结构和时间结

合起来，穿越100年时空背景，来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看到法律的政治性和法律的技

术性，法社会学就能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来观察二者。“面临重大变革的时候，往往存在不同的思想交锋，使

得原有的价值体系断裂，这样传统文化的解释性转换非常重要”。“林来梵的论述更是鞭辟入里，深刻地指

出了我国行政权一支独大，立法权和司法权相对很弱的现状。而宪法的实施涉及到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

题。”法社会学研究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审视法律实施中的问题，包括法律与政治、改革与守法的悖论

等等，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理解现实制度是如何实施的，以及制度改革是如何实施的。法社会学研究对于

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韦森教授面对主题演讲提出了他的两点困惑：一是东西方法律文化，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差别到底在

哪里？二是当前中国法治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们的法治到底是什么？同时，韦森教授提到法治的根本是

政府权力受到抽象规则的约束，并尝试从预算委员会和违宪审查委员会角度来推进法治秩序的建构。最后，

他提出只有把法律变成信仰才是法治。 

一、关于法律与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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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一个研讨环节，由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勇教授主持，主题为“关于

法律与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各位专家学者向与会者展示和分享了自己对法律与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成

果。程金华教授指出：法治的生命力之一在于法律的一致性，而社会学存在的基础在于社会差异性，包括时

间、空间、群体的差异性。候猛副教授认为，“案多人少”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审级法院的表现并不一样，

“案多人少”的解决，光靠提高诉讼成本还不够，必须从申诉信访制度改革入手，重新配置法院职权。哈佛

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雷雅雯认为，在官方论述中，法律这个概念非常的实用、具有技术性，和政治疏

离。但在网络论坛中，法律这个概念和政治高度相关，强调权利、各种基本价值(自由、公平、正义）、法律

与各种制度间的关系。来自香港大学的Richard Wu 则从社会法学看香港影视剧中的律师专业发展变化。 

二、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以及制度设计 

会议第二个研讨环节，由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编审主持，主题为“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以及制度

设计”。各位发言者分别联系中国法治发展中的各方面问题，围绕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设计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和剖析。 

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指出，我们的司法体制改革正陷入纠葛之中，对于司法改革中的人财物的省级统

管，经济发达的地方都反对，经济欠发达的省份都表示赞同。导致这一现象的不仅与经济发展情况有关，更

与利益的算计、政治管理方式有关。目前的改革方式目光短浅，更多的是利益的分析和利益的关照，看不到

远景，缺乏路线图和时间表。现有的改革并未改变这一现状，没能实现人财物的中央节制，而超越地方主义

则可能造成法院行政化加强。要解决目前司法改革中面临的系列问题，需要从下到上的民主机制来推动司法

改革。 

浙江大学胡铭教授直面省以下检法人财物统管的问题和挑战，从十个方面提出了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省级统管的理论基础：司法权是中央事权？人财物的省级统管的具体模式，审计统管的人财物是不是仅指人

事、经费两项？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审计统管是否有区别？法院的所有司法行政事务是否都应当实行省级统

管？如何平衡省级财政和市（县）级财政的经费负担？检察官、法官如何统一任免？如何使得检察官和法官

区别于一般的公务员？如何进行职业保障？如何实现“审者裁判、判者负责”？ 

同济大学法学院刘忠副教授通过检视司法职业主义和政治法学两种对立，回顾了中国法院以提高学历为中心

的三十年职业化之路。经过细细的辨析后发现，由学历、经历构成的知识类型，以及不同主体对知识类型的

需求，并无想象中的分歧那么大。因此，在中国时下，法院院长选任主要是一个知识类型问题，而不是政治

性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的胡凌博士通过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历史改革的梳理，指出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存

在的问题，并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彭辉作了“上海市2014年法

治建设状况满意度分析报告”的报告，通过对上海市法治建设状况构建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问卷

调研，发现受访者对本市法治建设工作的整体满意值较高，执法规范和城市管理是上海法治建设短板，受访

者所在部门和层级的满意度评价差异最大。 

三、建构新型法治秩序的跨学科研究 

会议第三个研讨环节，由上海大学法学院瞿琨教授主持，主题为“建构新型法治秩序的跨学科研究”。

各位发言者以社会学、诉讼法、司法制度、刑法、民法等多学科的交叉理论研究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研究

当前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探讨新型法治秩序的建构。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王文宇教授指出，商事交易五花八门、复杂多变，非传统法学所能充分掌握。宜打破

法律藩篱，结合法学与经济学、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发展商事交易法学，以培养擅长规划、掌控全局的商

业律师。浙江大学法学院钱弘道教授重点强调，中国法治话语权的形成，需要进行无数的法治实验和实践，

要进行无数的制度创新，要构建中国的法治理论体系，要形成中国的学术流派，要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要

形成强大的军事实力，要形成强大的法治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谢海定从所有制形态的角度尝试理解

法治理论的中国版本，进而从完全公有制和完全私有制对法治的基本需求，来讨论中国目前所有制形态所需

要的法治理论。华东政法大学陆宇峰基于对西方传统公共领域理论反思网络公共领域的功能、异化与规制，

提出应当探索“公-私”合作的新型规制模式，避免侵犯公众在web2.0环境下得以实际行使的基本权利。 

最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彭诚信教授的主持下，分别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梁治平研究员和复旦大

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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