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古典政法比较》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中西古典政法比较

课程英文名称: Comparison of Classical Politics and Law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课程号：××××

课程属性：通识选修课

开课学期：春季

总学时：36学时

学分：2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面向对象：全校学生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法学必要的专业选修课程，更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是中国政法大学所有专业都应选修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对中西方政治学、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进行深刻比较，通晓中西方政治制度、政治

思想的异同，发现中西方政治文明的各自优缺点，寻找互补的政治方案。

2、对中西方法学、法律制度、法律思想进行深刻比较，在通晓中西方法律制度、法律

思想的异同基础上，揭秘中西方法律文明的各自优缺点，寻找互补的法律方案。

3、通过对比中西古典政法文明的根本区别，让学生明白，现实中国腐败的历史根源在

于古典时代的王道主义、王权主义、王法主义这种传统力量的深厚性。本课程是著者经历一

个八年抗战写罢的，是一部救国救民的好书。救民是基础，救国是结果。不能救国不救民。

4、避免的办法不能简单采用西方的三权分立，而要从传统优秀文明的继承与糟粕的剔

除上挖掘根源。重点为中国根治腐败培养真正的政法人材。

5、本课程对比研究了中西方古典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思想发展史，发现了很多规律性的

东西，对完善中西方文明对比研究最好的理论书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

挖掘中国式执政的合理性和不足，也是在揭秘中国反腐败的历史根据，因此对现实反腐具有

重大意义。

开设本课程宗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中西政法比较的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中西政法的异同的基础知

识、政治学和法学、中西政法比较学的原理、了解中国政法忠孝的核心、西方政法的正义与

民主的核心理念，解析中西方古典政法的区别，对寻找中国如何克服古代不足，继承传统精

华，因此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 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和“两种地理经济：大河文明与大洋文明”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方面，阐释中国古代文明是大河文明，拥有重农抑商的人文地理环境。另一方面，阐

述古希腊文明是大洋文明，有着开辟重商主义的人文地理环境。所以称中国古代大河文明，

是因为中国古代虽有广袤的海岸线，但古人乡土亲为第一；古代农业文明最先进。重农抑商

的人文地理。古希腊的海洋文明虽然农业环境极差，海洋环境最佳，铸造了重商主义。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古中国与古希腊的地理结构有何本质不同？

2. 乡土中国与希腊爱琴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是什么？

3. 山区、草原、平原与河流等不同的奇妙组合产生什么样的不同后果？

4. 试比较古中国和古希腊不同地理环境。

5. 中国广阔海洋资源在古代为何发挥不出任何优势？

6. 古希腊地理环境的优劣各是什么？

7. 中国重农抑商与古希腊重商主义的地理元素是什么？

8.何为大河文明？为何中国的大河文明铸造了乡土文明？

9.何为海洋文明、大洋文明？从人文地理解读看古希腊文明和美国文明有何区别？

知识单元 2：两种政统：王政与民政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阐述中国古代执政的合理性在于王道主义，为此形成王政体制。古希腊执政合理性是民

道主义，为此形成民政体制。

本章只解决政统问题，即王权主义与民权主义，不解决道统问题。政统问题解决的是合

法性问题，道统解决的是合理性问题，实际上是政权执政来源问题。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古老中国把保民、贵民、爱民提升到执政的合理性基础，为何没有发展为 民主制，

而是民最贱王最贵？

2.古希腊底层人民是奴隶，奴隶命运最悲惨，不被视为人（是法律关系客体而非主体），

为什么女生制度偏偏发生于古希腊？

3.何为执政为民的陷阱？

我把最不惜民反倒民主制最为贵民反倒专制的现象称为“中西古代执政为民的陷阱。

4.古希腊公民占全社会的多少比列？古希腊贵族妇女有公民权吗？

5.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近现代系放公民是如何放大的？其发展规律是什么？

6.为什么说古代中国的政治轴心是执政为王，古希腊是执政为（公）民？

7.政治制度取决于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发展的根本在于政治价值取向

8.中西古典政治的价值核心格式什么？



9.中国帝王世袭制的优缺点各是什么？

10.君主制好，还是民主制好？

11.古希腊民主制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12.中国传统执政的手段和目的各是什么？

13.如何理解中西古典政体是金字塔威武与梯形落体？

14 中西古典政治结构发展规律特征各是什么？

15.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16.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有何区别？

17.何为隶属型政治与平权型政治？

18. 中西元点政治伦理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两种法统：王法与贵族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王法：中国古典社会的法律核心

1. 人定法的奠基：“刑始于兵”与“礼起于祀”
2. 中国王法的萌芽

3. 王法的特色

二、自然法和民法：古希腊社会的法律重心

1. 自然法精神：城邦对社会内部政治的合理诉求

2. 希腊前期正义观路线图：正义从神灵降到自然

3. 苏格拉底对正义的杰出贡献

4. 苏格拉底弟子对正义思想的发展

三、中西成文法典的比较

1.《法经》的法律精神

2. 《格尔蒂法典》与《十二表法》的法律精神

3.《法经》与《十二铜表法》法律精神的比较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为什么中国人把法律称为“王法”而不是“国法”？
2.王法与国法到底有什么区别？

3.王法重点保护的是谁的利益，而国法重点保护的又是谁的利益？

4.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公民”的范畴，只有黎民、庶民、刁民等说法？

5.世界历史，为什么惟独古希腊社会才有“公民”？

6.古希腊的“公民”包括所有人吗？主要包括谁？

7. “刑始于兵”是如何从“国际法”引申为“国内法”的？

8.中国最早”制“五刑”的人是谁？社会背景是什么？

9.如何理解兵与刑的区别是“刑外”与“刑内”的关系？

10.中国地区调整族际关系和族内关系两大特点是什么？（8-10）
11. “礼起于祀”和“礼起于祀”最初适用范围的区别是什么？（8-10）
12.中国的王权最早起源于那个时代，由什么演变而来？（12）
13.尧舜时代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祭天祭祖的 权力？（家长才有祭祀鬼神祭祖的特权，只

有帝王才有祭天的权力。13）
14.礼的适用范围是如何逐渐扩大的?(14)



15.如何理解“礼”从最早祭祖神到习惯法再到王法？（15）
16.从颛顼到夏代臣民的三种法律规范是什么？（16）
17.周王如何克服夏商两代灭亡的根本？（17）
18. “定分止争”出于何人之手，何人完善，为何从礼法发展为刑法？（18-19）
19. 为什么说祖先崇拜是中国人解决天人关系的初始点（22）
20.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对内对外社会功能是什么？（23）
21.如何从祖先图腾崇拜发展到龙凤崇拜的？（24）
22.人类为什么要从图腾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发展为天神崇拜？25
23.中国的王道王权王法为什么最初产生于氏族保护神的联合？29
24.王法的两大特色是什么？30
25.中国古代法律文本对“民”都有哪些称谓，为什么没有公民？

26.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公民，是王法产生的社会前提。

27 古希腊有公民范畴所以营造发达的民法；夏商周时代营造了异常发达的王权与王法，

却并未营造出“民权”与“民法”的政治理念？

28.中国古代如果说仁政、善治、贵民是手段，那么目的是什么？

29. “七出”和“三不去”的服务对象为何是王权？

知识单元 4：两种法治：为王与为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比较中国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有的学者把中国诸子百家中法家的“法治”与亚

里士多德的“法治”完全等同起来。然而，有很多学者发现了其中的重要差别，两者不能同

日而语。本课程认定，由于中英文翻译的无能为力，两者似乎都用“法治”一词，可是内涵

却有很大的区别。阐释二者的区别及其联系是区分中西古典法治文明的一个根本。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 法治和法制有何区别？

2.二者是否只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写法，还是有天壤之别？

3. 中文的“法治”与外文的“法治”的含义一样吗？

4. 如果从政法源头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法家提出的“法治”和古希腊“法治”是不

是一回事？

5. 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仁治有何区别，其本质的一致性什么？

6. “三钢”仅仅是儒家的原则吗？不是法家原则？王政是其攻守同盟吗？

7. 为什么法家的无神论者多，而儒家的远神论者多？

8.法家为何反对儒家“礼仁治”而主张法治？（16）
9. 商鞅主张重罚轻赏的原因是什么，合理吗？（14）
10.为什么“礼治”是儒家和法家的共同主张？（17）
11. 儒法道三家在神权、君权、民权上各有什么主张？（18）
12. 在君权与民权关系问题上，儒法两家有何不同？（19）
13. 儒法德治还是法治上的分野根本在哪里？（20）
14. 儒法在礼刑关系上的区别（21）
15. 为什么说“法家的法治并不追求民主，而是追求王权王法的至尊”？（22）
16. 亚氏的法律特征说（28）
17. 亚里士多德“正义是国家和法律的灵魂”的意义何在？（31）



18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和孔子有何不同？（32）
19.法律、政体和正义三者何为贵？（34）
20. 什么是最好的政体，什么是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呢？（35）
21. 亚里士多德提出，何为真正的法治？（36）
22.法治与人治的分野是什么？（38-39）
23.什么是亚氏共和制与孔子的君主制分水岭？（40）
24.法家思想的局限性或重大缺陷是什么？（48）
25. 古希腊法治能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50）

知识单元 5：两种人治：礼治与智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对比分析“孔子的人治是礼治与仁治”和“柏拉图人治是哲学王智慧之治”。两人的人

治都是善治，而非恶治之人治。

中西方早在古典时代就充分发展了有关“人治”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的孔子

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孔子和柏拉图是中西元点文明两位最伟大的政法思想家。在法律治理本

位思想方面，他们两位都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人治方案，都是人治的代表，但理念导向是根本

不同的。

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都在沿着各自不同的政法理念的路线向后发展。因此准确地说，

中西两种人治的异同奥秘在于貌合神离。因为，虽然孔子和柏拉图虽然都是人治的代表，但

两位的人治思想是有根本不同的：孔子的人治是礼治和仁治，柏拉图的人治是智慧之治。因

此不能把二人的人治思想相提并论。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孔子的人治和柏拉图的人治有何区别和联系？为什么？

2.孔子的人治是礼治还是仁治？

3.礼治始于什么年代？

4.儒家思想是不是孔子一人的思想？

5.孔子的礼治的渊源何在？

6.为什么儒家推崇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

7.人治思想是孔子的创造还是对历史的承继与发展？

8.人治和礼治是什么关系？

9.能不能仅仅把人治简单归结为礼治？

10.礼治如何成为可能？礼治是否成为现实（历史）？

11.孔子为什么提倡从礼治发展到仁治，而不简单提倡人治？

12.孔子的仁治好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智慧之治好？

13.仁治何以得到保证？仁治有没有制度的保证？

14.礼治、仁治、哲学王治三者何者有保证？为什么？怎么办？

15.柏拉图的人治与孔子的人治有何区别？

16. 柏拉图本来反对民主，理应反对法治，为何后半生去主张法治？

17.柏拉图认识到，政治家不求正义，其合理性与缺陷是什么？

18.柏拉图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缘何有别？

19.古希腊政治家与（政治）学术家的分水岭是什么？

20.为什么说王政需要礼治的制度化？



21.礼治包括的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是什么意思？

22.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最早定于什么朝代？其根本意义是什么？能否理解为礼

与刑不同调整对象？

23.从东周到秦朝，政法核心从礼治发展到法治，为何礼治体制始终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24.最好的人治的合理性都包括哪些内容？

25.孔子的仁治和柏拉图的智慧之治有何异同？

26.中国古代直到晚晴一直是君主制，而古希腊为何有过多种政体？那种政体更好？

知识单元 6：中国的王道主义与诸子百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中华古典政治文明的权力宗旨是为王族利益服务的，因此其政治表现为王权主义，决定

在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是王法主义。

中华古典文明大厦的轴心是政治文明，中华古典政治文明不仅决定了中华传统法制文

明，还决定了后来政治文明、法制文明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中华伦理文明，甚至是经济

文明的发展方向及其路径，如政治上的王权主义重心决定了法律上的王法主义重心，从而决

定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文明的模式。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古代中国和古希腊执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各是什么？

2.具体分析中国先民执政合理规律。

3.诸子百家的多元性与向心力各是什么？

4.从西周演变为东周的时代意义是什么？

5.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缘何只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家？

6.中国缘何铸造了政治大一统？

7.墨家三大主要观点是什么？（兼爱、非攻、尚贤），为何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互为

天敌？包括哪些对立观点？

8.墨家是怎样一个社会团体？

9.墨家具有哪些优良传统？

10.墨家的基本思想

11.墨子关于国家起源理论是什么？

12.墨家衰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3.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民主思想吗？如果有，为何昙花一现？

14.道家缘何要无为而治？

15.如何理解道家的小国寡民的思想？

16.老子思想是出世还是入世？为什么？

17.三纲为何是儒法共同的治国纲领？

18.为什么说认定三纲是儒家特有是大错特错的？

19.中国古人的天下主义是狭隘的？

20.如何走出狭隘的天下主义？

21.为什么说中华古典政治权力宗旨是为王族利益服务的？

22.从尧舜“天与之民受之”到夏商“奉天罚罪”与“宾于帝”再到西周“敬天保民”是

如何发展的？

23.中国朝代盛衰的发展规律是什么？



24.夏朝国家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何区别？

25.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是什么？

26. “宾于帝”、“敬天保民”和“天子”提出有何意义？

27.商朝的灭亡有何启示？

28.周人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如何解决这种担忧的？

29.王权保民德行的内在合理性标准是什么？

30.西周以后中国证券更替的内在规律性是什么？

知识单元 7：古希腊的民主正义精神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西方元点政法的火种或者主流精神是古希腊人开辟出来的，构建的是以民主为主流政治

形式，以追求正义为政治目的，以自然法为表现形态，以贵族范围内的三民主义为重心的西

方古典政法形态。中国古代则是以君主制为形式，以忠孝为手段，以服务于王族利益为目的，

以王法为表现形态，以三王主义为重心的中国古典政法形态。（红色字体是新加的）。

西方元点政法把解决政权合理性与合法性价值核心归结于正义、公平与公正，因此政法

精神才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主张民主主义、民权主义和民法主义。

第一节 古希腊政治制度中的正义精神

一、古希腊政治文明奇迹

二、希腊从氏族“政治”走向奴隶政治

三、雅典的民主政治改革

四、斯巴达的贵族民主制

第二节 民权主义：古希腊罗马执政理念发展路线图

一、古希腊执政合理性：公民范围内追求正义

二、古希腊的“宪政”

三、古罗马政治文明：公民社会的扩大

第三节 古希腊后期自然法对正义的提升

一、古希腊正义第二次转向：从自然正义到人性至善

二、苏格拉底对正义的伟大贡献

第四节 古希腊晚期的衰落与正义观的缺陷

一、雅典政权的衰微与正义的缺陷

二、古希腊晚期“福德”之争

三、古希腊哲学提前为基督教腾出至尊地位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中西古典政法精神有何重大区别？

2.古希腊的政法正义观的发展规律是什么？为什么？

3.如何理解西方政法发展的同源不同流？

4.古希腊最初的民主制如何残留了原始民主与平等的理念？

5.古希腊氏族如何走向国家的？

6.古希腊是如何实现从君主政体向贵族寡头政治，再转向民主政治的？

7.为什么说提秀斯政治改革导致雅典社会民主共和的产生？

8.雅典民主制是如何从全民选举到贵族选举的？

9.梭伦改革的 历史意义是什么？

10.梭伦改革的“解负令”如何扩大了社会的自由度和正义的适用范围？



11.缘何认定梭伦也是个提倡中庸的政治家？

12.斯巴达社会把人分为哪些等级？

13.斯巴达与雅典民主制的区别是什么？

14.为什么说中国和古希腊执政合理性在于是否在公民范围内追求正义？

15.如何理解自由平等源于正义？可否理解，中国古代不求正义所以没有自由平等？

16.古希腊追求正义的价值结果是什么？

17.为何古代社会只有古希腊培育出宪政制度？

18.宪政需要哪三个条件？

19.宪政的核心是政党还是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

20.为什么说西方政法的合理的根本就在于放大正义的适用范围？

21.古罗马社会，平民拥有多少权利？

22.什么叫完全意义上的公民？古罗马时代的平民是完整的公民吗？

23.西方社会的公民适用范围是如何逐步扩大的？

24.古希腊人误认为自然正义能够替代人间正义的错误在哪里？

25.希腊人用人本主义的正义观代替了自然哲学家的自然正义观是成功的吗？

26.如何看待普罗泰戈拉的陷阱？苏格拉底靠什么走出这个陷阱的？（人与自然相互评

价，何者更优没有定论）。

27.如何理解斯巴达人战胜雅典人是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的一个历史典型？

18.雅典文明和斯巴达文明那个更合理？何者更强？为什么？

29.在反省中希腊人缘何丧失昔日自信？

30.古希腊晚期，宿命论、怀疑主义、神秘主义等思潮缘何盛行？

31.人类幸福是在欲望之快乐还是正义之德行？是身体上的快乐还是精神上的愉悦？

32.如何理解伊壁鸠鲁的幸福论？

33.宗教对人的幸福有益还是有害？如何理解伊壁鸠鲁认为要把人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

来，就必须研究自然规律，认清它的真相？

34.为了精神幸福就一定要牺牲生理上的物质幸福吗？

35.古希腊哲学缘何支持了基督教思想的传播？

知识单元 8：古希腊到古罗马正义接力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西方元点政法的提升是通过古希腊人到古罗马人的接力棒实现的过程。其中有一条看不

见但能提炼出来的内在轨迹。这条看不见的发展主线就是以正义观为目的或价值理性，以自

然法提升为基本主线，以罗马法为结晶的发展历程。

为什么说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实质性进步就在于正义的适用范围的扩大？从古希腊时

代走向古罗马时代的社会发展合理性就在于，古希腊人把正义交给了不足 10%的公民，而罗

马人则把正义给了更多的人。因此，西方历史从古希腊发展到古罗马的合理的根本就在于放

大正义的适用范围。

本章内容：

第一节 正义从古希腊走向古罗马

一、古希腊民主正义的局限性

二、古罗马人对正义的接力

三、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
四、西塞罗的正义精神



第二节 古罗马的政治制度

一、古罗马王政时代的政治制度

二、古罗马共和国时代撤离运动扩大公民范围

三、古罗马共和国的权力结构

四、古罗马帝国君主制

第三节 罗马的民族精神

一、罗马商品经济与罗马法的关系

二、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政治思想

三、基督教沉淀的罗马民族精神

四、罗马对希腊正义理念的提升：国与民分离

第四节 罗马法的世界贡献

一、罗马法的完善

二、罗马法的深远影响

三、古罗马民法与私法发达的政法价值

四、罗马法的根本：权利成为权力基础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为什么说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实质性进步就在于正义的适用范围的扩大？

2.为什么雅典人从坚信正义沦丧到丧失伸张正义的热情？

3.伯罗奔尼撒战争如何暴露了古希腊民主制缺陷的？或者说古希腊民主追求的正义局

限性有哪些？

4.罗马人建立了不同种族共同体的世界意义是什么？

5.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理论有何积极意义？君主制、民主共和制以及混合制那种政

体更好？

6.波利比阿生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何政治意义？

7.波里比阿的历史观有何亮点？

8.如何理解波利比阿总结希腊失败原因是在六种政体中循环？

9.波利比阿如何从罗马混合政体提炼出分权制衡原则？

10.西塞罗是如何提出三权制衡思想的？

11.为什么说，西塞罗法律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自然法思想？

11.为何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12.罗马国王缘何与与专制君主不同？或者说，中西方国王的权力有何区别？

13.古罗马立法体制为何还有对罗马人处死判决权？

14.如何理解古罗马的民主制局限于公民范围？

15.古罗马贵族是在订婚从氏族首领演化而来的？

16.古罗马平民的主体是谁，享有多大权利？

17.古罗马王政第六个国王采取了哪些重大改革？

18.西方公民社会是如何扩大的？

19.如何理解罗马平民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

20. “撤离运动”威胁罗马政权的意义何在？

21.罗马贵族特权是如何淡化的？

22. “罗马公民”以及“共和国”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23.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体基础是什么？

24.元老院的权力重心从国王到执政官的意义是什么？或者任命元老人事权的转移社会



意义是什么？

25.罗马梯形政治结构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26.元老院对立法具有决定性影响是什么？

27.基督教是如何凭借罗马衰落而兴起的？18.基督教如何凭借罗马衰落而兴起的？

28.为什么说罗马文明是介于古希腊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桥梁？

29.罗马商品经济是如何罗马法平等精神的？

30.如何理解只有罗马法才最大追求主体关系的平等和公民范围内的公平与正义？

31.如何理解古罗马与古代中国的下民地位与意义？

32.罗马法复兴的的合理性成分是什么？

33.欧洲市场经济发展对复兴罗马法的意义是什么？

34.拿破仑法典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35.基督教缘何成为后期罗马全社会的精神需要？

36.基督教经历了哪三个发展阶段？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导论、两种地理经济：大河文明与大洋文明 4

2. 两种政统：王政与民政 4

3. 两种法统：王法与贵族法 4

4. 两种法治：为王与为民 4

5. 两种人治：礼治与智治 4

6. 中国的王道主义与诸子百家 4

7. 古希腊的民主正义精神 4

8. 古希腊的民主正义精神;古希腊到古罗马正义接力 4 各 2课时

9. 古希腊到古罗马正义接力 4

10.

11.

12.

13.

14.

15.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法理学



后续课程：政治比较学、西方文明发展史、宪法学、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

方法律思想史、法国法制史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三王主义与三民主义、本课程三民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中国古

代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古希腊古罗马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忠孝体制、古希腊罗马自

然法、追求正义的思想体制。

难点：三王主义缘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执政合理性与合法性、三民主义缘何成为古希

腊古罗马社会的执政合理性与合法性、中国古代贵民思想缘何不能成为中国政法体制的根

据。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内在比较的方法，能够使学生掌握中西方两种文明的横纵向比较。

2. 政法制度的文本分析，不仅对中西方古典政法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而且对中西方政

法发展史进行比较分析。

3. 哲理剖析法：由于本人最早从事哲学研究，因此此课程融入政法的哲学分析，尤其

是政治哲学、法哲学的比较十分深入。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章布置思考题，课后复习与思考，第二次口试考察。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思考题，下次课堂提问）。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中西元点政法比较》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

校“政法”综合考量的特点，自主编写思考题库。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曹兴著《中西元点政法比较：三王主义与三民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丛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2. 刘兆兴主编：《比较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执笔人：曹兴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5 年 11 月 10 日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D6%D0%B9%FA%D5%FE%B7%A8%B4%F3%D1%A7%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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