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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柏生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中华法系与法

治文明研究院）

  信息革命使人类迈入了数字社会，人们的社会

关系、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既

有的法律观念、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产生了严峻的

挑战。面对挑战，必须积极应战，对传统的法学范式

进行升级换代；尤其是在基础的法哲学领域，亟须进

行新的命题提炼和理论创新，马长山教授的新著《迈

向数字社会的法律》（以下引文皆出自此书）在这方

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该书奠定了数

字时代法学理论的基础，从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国

内同类法学著作。

系统勾勒数字时代法学变革蓝图

  纵观历史，工业革命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

解放出来，而信息革命则把人类从繁杂的脑力劳动中

解脱出来。如果说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重要的话，

那么，信息革命比工业革命更伟大，引发的社会变革

意义更重大、范围更广泛。

  具体到法学领域，该书把信息革命对法学的影

响归结为四个方面，即研究理念的转换、知识谱系的

更新、理论逻辑的重建和教育模式的探索，系统勾勒

了数字时代法学变革的蓝图。比如，在知识谱系的更

新方面，该书认为，信息革命使现代性知识谱系的基

础发生了动摇。在法学理论上，“理性人”假设就需要

重新审视。因为，智能互联网打造了去中心化、扁平

化、破碎化、自由化的无限场域，“理性人”就变成了

“微粒人”（第23页）。我们知道，“理性人”假设是立

法、执法的前提。法律只关注正常人，正常人亦即“理

性人”。倘若法律关注的“理性人”变成了“微粒人”，

那么，以往构筑的法学大厦就坍塌了，法学的基本范

畴、价值理念、理论基础等在内的知识谱系就需要

更新。

提炼中国问题致力于自主创新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更多的是追赶和模

仿。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提炼不出中国问题，

自主创新不够，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该书探讨了数字时代在中国建立包容共享型法

治道路的可行性。西方式的法治道路是在西方的社会

环境中产生的，移植到中国，有水土不服问题。所以，

探索法治道路，一定要立足现实性、自主性。包容共享

型法治道路就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汲取本土资源养

料，融入数字社会，创立适合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采取政府推进、官民合作的包容共享型法治路径更

具可行性”（第301页）。

  在数字时代，人权问题也有新的变化，该书把“数

字人权”称为“第四代人权”。“它以数据和信息为载

体，展现着智慧社会中人的数字化生存样态和发展需

求的基本权利”（第140页）。“数字人权”大幅拓展了人

的自主性，实现了新时代的人权价值加持和人权的品

质升级。

弯道超车追赶世界法学前进步伐

  改革开放已逾40年，我们借鉴了许多西方的法治

经验。如今进入数字时代，在许多领域我国同发达国

家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为此，采用弯道超车，追赶

世界法学前进的步伐就成为可能的了。该书分析了移

动支付、网约车、自动驾驶等新业态、新模式，认为其

中就受诸多“中国元素”的影响，包括民族性格、经济

模式、社会体制等。因此，要“确立数字时代的法律理

念，重塑法学范畴、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推动法学理

论的变革创新”（第17页），在这些领域内形成自己的

话语权，“从而为建立符合数字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

法律体系奠定坚实基础”（第18页）。

探索智慧治理理论提供新型治理诉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

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数字时代，智慧治理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手段之一。

  该书对数字时代的“软法之治”特别关

注，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既有的正式法

规难以适应海量的商业交易和发展迅速的业态创新，

于是催生了一场“软法革命”。这些“软法”不再对“硬

法”起填补性作用，而是“在‘硬法’不能及时回应、不

能有效规制、不能明辨正当性的条件下，先行予以厘

定私人权益、规制交易关系，具有建构新制度和新秩

序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试验场和‘软

法之治’的牢固基石”（第215页）。

  在数字时代，推动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公民建

设已成为当务之急。对此，该书认为要强化网络空间

的自我行为规制、重叠性共识和制度认同，建立网络

空间治理的多元自律参与机制，培养公民精神与法

治素养。

  由于生产生活已经数字

化、智能化，呈现出与以

往工商业社会完全不

同的治理诉求和

治理逻辑。该

书 在 这 方

面作了深入的论证。“数字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利益则

基本上通过数据信息来掌控，主要是按照技术赋权

来分配”（第275页），而共建共享是数字时代社会治

理逻辑和治理体系的关键，平台引领与“软硬协同”

是其基本的治理模式。

  当然，任何书籍都会存在大大小小的缺陷。由于

数字社会还处在发展过程中，许多与数字社会有关

的法学理论探讨还处于“勾勒”阶段，不可能太具体。

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书的理论探讨，从整体上是走在

法学界的前沿，具有极大的创新性；而数字社会又如

此重要，与人们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该书值得法

学界关注。

奠定数字时代法学理论的基础
——— 评《迈向数字社会的法律》

□ 何勤华

松江新校区的建设者：“松江办”

  说到华政松江新校区的建设者，不能不提

到“松江办”。其实，“松江办”是一个通俗的说

法，给人感觉应该是“松江校区建设办公室”。

实际上，当时正式的名称是“华东政法学院松

江校区建设委员会”之下的“松江校区建设工

作小组”。

  2002年11月4日，“华政办[2002]216号”文件下

发，决定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松江校区建设委员

会”，由祝林森、何勤华任主任委员，莫负春、王

立民、童西荣、顾功耘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丁

以升、章松法、黄淑华、郑列、徐士英、焦雅君、王

爱成、翁关发、穆国舫、肖建国、金荣贵、林燕萍、

杨正鸣、陈重业、王嘉禔、杨展伦。委员会的成员

基本上都是华政的校领导和各个职能部门、二

级学院的负责人。

  与此同时，在建设委员会之下成立“松江校

区建设工作小组”，由校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莫

负春任组长，基建处处长翁关发、党校办主任丁

以升任副组长。成员有陆震麒（基建处）、焦雅君

（审计处）、华青（纪检委）、储桂节（党校办）、张

华清（基建处）、陆一凤（基建处）、乔恩栋（财务

处）。秘书为党校办的邢旭东。从2002年11月到

2005年9月松江校区各幢大楼基本建成，在近3年

的时间里，建设工作小组的领导和老师基本上

是全年无休，为华政松江新校区的建成作出了

历史性的贡献。

  对于松江新校区建筑蓝图的设计理念，当

时的基建处处长翁关发回忆说：“围绕建设一个

什么样风格的新校区，大家提出了不同的想法

和建议。有的老师提出建设像国外许多高校一

样没有围墙的校舍校区，有的老师主张在建设

风格上模仿英、美著名几所大学的风格，而更多

的老师则偏向于借鉴圣约翰大学原有的中西结

合的建筑模式，把长宁校区的建筑风格带过去。

最后，我们达成共识，按照中西结合的风格模式

来建设松江新校区。”

  而在具体建设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点点将校区建设向前推进。第一个困难就是

时间紧、任务重。翁关发回忆说：“当时建设困难

很多，比如，学校选址在松江区偏西北部的位

置，这里地势比较低洼，水泽面比较多。所以要

填大量的土，这就需要花费许多时间。2003年搞

建设的时候，春节之前开工打桩，到3月才正式

动工，当年9月就要招生，时间非常紧迫。上海市

有关部门的领导也比较担心，问学校能不能正

常招生。因为，不仅要考虑建楼的事情还要考虑

学生安全等问题，任务很重，大家都很辛苦。首

先要集中力量把土地平整好，然后一边规划设

计、一边施工建设；这种情况现在是不允许的，

在当时是实属无奈的举措。好在大家都很认真，

从上到下全心全意配合、努力工作。”

  第二个困难就是经费紧张。当时负责审计

的焦雅君处长回忆说：“我那时候是需要每天跟

着他们到建设现场去的。2003年1月2日，我第一

次去松江工作，正好赶上松江的高速公路通车，

正式开工是2003年2月。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工

程的审计工作，学校建设所花费的每一笔经费

都需要核算签字，施工队伍的建设也需要监管，

怕有些中间商不按照合同约定偷工减料。总目

标就是为了学校的建设能够既保证质量又最大

程度地节约经费。当时华政的建设经费严重不

足，松江大学城其他学校的建设经费都是十几

亿元，华政只有4亿元。所以要精打细算，甚至每

一个采购项目，我们都要亲力亲为，为的就是不

让中间商赚取不合理的差价。”

  松江新校区建设遇到的第三个困难，也是

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刚好遇到“非典”。当

时的基建处副处长陆震麒说：“2003年上半年，恰

好是‘非典’暴发期，当时整个上海地区被封锁，

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也都被封闭起来，不能随意

出入离开，我们既不敢随便招人（实际上也招不

到人），也不能让工地上的工人回家。一切外来

人员都要经过严格检查。所以，人手比较紧缺，

大家只能轮番加班加点工作。再者是非典时期，

我们要加大对施工工人的检查，生病的及时就

医。而且那一年的天气特别热，大家冒着高温天

气还在工作。且当时人心惶惶，又要赶工期，又

不能出现工伤，非常不容易。所幸没有发生意

外，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新校区的建设令大家上

下一心，团结一致。”

  （《华政的故事（九十）》详见于《法治日报》

2021年6月1日9版）

华政的故事（九十一）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 法宣

  《大浪淘沙》是一部由嘉

娜·沙哈提执导，保剑锋、成

泰燊、海清、王雯那、孙立石、

杜子名、陈若轩、孟子义等主演的革命历史题材电

视剧。

  该剧是当代青年陈启航制作党史宣传视频，

采取网络直播的方式，与广大观众一起回望建党

百年历史，见证从五四运动伊始，中共一大召开到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

小到强大的艰难历程。用过去进行时和现在进行

时重叠叙事的时空对望，向观众尤其是当下青年

进行了一次鲜活而又生动的党史回顾。

  该剧以史实推动剧情，带出人物，重点塑造以

中共一大代表为主体的共产党人。在革命洪流的

大时代背景下，个体面临信仰与人生重大命运时

的抉择。

  剧情简介：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中国最优秀的一群先

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真理，选择了

信仰共产主义思想，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历经

艰难险阻、锐意进取、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历程。

故事以毛泽东为主的一大代表为线索人物，从

1919年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以党的发

展脉络为根基，展现了革命先辈在党面临危急关

头，在民族遭受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通

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

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大浪淘沙》

  内容简介：

  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制度，有力

提升了当事人对债权清收和债务履

行的可预期性，对减轻诉累、节约成

本、促进交易、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人民法院解决

当事人之间因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

行发生的争议所采用的审查标准和

适用的裁判尺度一直难以统一。

  本书在深度剖析公证债权文书

制度所应遵循法理的基础上，结合

有关公证债权文书的法律规范、司

法解释和指导意见，重点分析了赋

强公证阶段的操作要点、申请执行

的基本要件、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

审查事项以及基于实体权利义务争

议发生的诉讼等前沿热点和难点

问题。

  本书分为20章，每章分为“法律

条文”“条文主旨”“制定背景”“条文

理解与适用”四大版块，详述条文适

用、回应理论学说、提出解决方案，

并精选相关案例，真正做到深入浅

出、理论与实务相结合。“法律条文”

让你一览法律规定；“条文主旨”让

你快速了解法条核心规定；“制定背

景”让你清楚规定缘由；“条文理解

与适用”让你学会适用法律规定。本

书对法官、律师、公证人员、金融从

业人员和专家学者学习和适用公证

债权文书执行司法解释、办理相关

案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公
证
债
权
文
书
执
行
司
法
解
释
理
解
与
适
用
︾

  《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司法解释理解与

适用》主编曹凤国，法律出版社出版。

  本书通过四大版块解析公证债权文书

执行制度，挖掘深层理论和实践争点，反映

前沿实务观点。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图为华政校领导和“松江办”部分老师在工地上的合影。

读镜感怀
□ 张建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经纶世事几十年，

  对镜忽惊白发添。

  酒和惆怅随梦去，

  人与追忆付潸然。

  无尽风涛归扇底，

  一襟晚照在花前。

  谁识桥上凭栏者，

  策马曾踏万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