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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下的
法学论文选题趋向

李佳欣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构建涵盖中国法学各学科门类的,突出中国学术自主性、原创

性、实践性的法学知识体系。 这是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要求,也是学者在当下学术研究中应有

的担当和期待。 作为法学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法学期刊还是综合性期刊中的法学栏目,
都应当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编发具备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法学成

果,更是学术期刊的工作使命。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趋势和要求下,法学论文选题之重要性

不言而喻,确定前沿的、原创的、有思想突破的选题,是一篇优秀法学论文开始写作的第一步。 法学论文

的选题在新时代下的研究要求,要从原来的引介性、全面性、概括性选题,向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选

题转变,向问题意识突出、研究目的鲜明的选题转变。 即不仅要求研究选题要不断强化问题导向,形成

问题意识,更对问题意识中研究“问题”的方向和内容把握提出了新的目标,这既是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

出发点,也是学术期刊评判法学论文优劣的重要标准。 期刊在设置栏目时,应尽量引导法学研究成果向

该目标流入,形成研究合力。 科学的研究方法给予法学研究新的视角和选题方向;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

性推动了法学论文选题的新转变;而适当的标题设计会使法学论文的选题内容清晰而准确呈现。 在确

定文章标题时,有二类标题需要谨慎对待,即对“同质化”标题要严格择选;对“自说自话”和过度“装饰”
的标题要进行学术判断。 因此,法学研究如何面对中国问题,提炼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是时代赋予

法学研究的新要求,也是法学界与期刊界的重要使命。 这促使法学论文的选题以此为研究方向和基本

要求,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深度开发,推动法学学术界与期刊界以对学术研究高度的责任感去践行这一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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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欣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下的法学论文选题趋向

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1] 。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紧紧围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
切实加强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学理论研究,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不做西方理论的

‘搬运工’,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2] ,对中国法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法学学科

是无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均发展极其迅速的社会科学学科,飞速进行的法治社会建设、活跃的

立法活动、整体推进的司法改革等,使我国法学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产出的研究产品数量都在飞速

提升。 作为中国法学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性期刊的法学栏目同法学期刊一道,都在为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编发具有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法学论文,更是

学术期刊编辑当仁不让的工作使命。 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法学研究面临着很多

时代性、本土性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和挑战构成了我国法学研究向前推进的原动力,也成为法学工

作者的时代机遇。 而将法学研究者产出的论文择其优者刊发,是学术期刊促成社会科学学术成果

转化的必然途径。 许多学者将目光聚焦于这一领域,对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内涵、中国法

学(各部门法学科)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等展开探讨,而且对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研究的问题意

识等展开论证,对于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要求下,中国法学研究应当和怎样发展,作出

了很好的研究贡献①。
“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3] 。 法学论文选题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

仅体现出作者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也影响作者的写作方式与写作逻辑,甚至影响作者

的观点提炼与学术取向。 确定前沿的、原创的、有思想突破的选题,是一篇优秀法学论文开始写作

的第一步。 而法学论文的选题内容是否前沿,甚至可能影响学术编辑的选择决定。 选题框定了作

者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指向,是文章内容和观点的最精确概括。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研究任

务落实在法学论文的选题上,突出表现为对法学论文选题的积极引领,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原来的

引介性、全面性、概括性选题,向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选题转变;向问题意识突出、研究目的鲜

明的选题转变。 这不仅要求研究选题要不断强化问题导向,形成问题意识,更对问题意识中研究

“问题”的方向和内容把握提出了新的推进目标:即问题意识的加强和研究方法的深度运用。 这既

是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学术期刊评判法学论文优劣的重要标准。 笔者结合自身审阅

论文的编辑工作经历,以向期刊投稿的法学论文写作为例,对法学论文选题的趋向与标准进行阐

明,以期对学术研究中的法学论文写作有所裨益。

一、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对法学论文选题的积极引领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工程,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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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 2022—2023 年间,不断有该类论述文章见诸期刊,对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内容进行深刻论述与推进,有反思、有推动、有规

划。 如: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法学家,2023(2):1-15,191;
 

黄文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方法》,光明

日报,2023-09-01(11);张文显《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功立业———在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上的讲话》,
https: / / www. 163. com / dy / article / I6CMMOVN0530W1MT. html,2023-06-03,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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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从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到中国理论的创造者和世界学术的贡献者的根本转变,是构建中国特色

法学体系的学术基础,是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法治人才的迫切需要,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概括而言,这是法学领域一场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深刻革命” [4] 。 构建中国自主法

学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法律工作者的责任和法学研究的重要指向,有了这个指向,我们当下的法

学研究选题就有了集中发展的方向和更高的要求,即要求研究产出具备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

中国法学理论成果。
对于如何推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一些学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

如孙正聿教授认为,“必须特别注重提升发现和提出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总结和提炼时代性

问题的理论概括力、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
不断地提升把握现实、引领实践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断地强化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意

识” [5] ;蔡立东教授指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中国理论、中国学术解

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为繁荣中国法学、发展中国法治、传播中国法理提供学术支撑,为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理支持,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而要实现这些目标,
需要以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为抓手,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

实践,赋予法学思想、法学观点、法学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 [6] 。 可见,构建中

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就是构建涵盖中国法学各学科门类的,突出中国学术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

的法学知识体系。 这是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要求,也是学者应有的担当和期待。
中国于 2011 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在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点上,法

学研究过程中向世界其他法系尤其是向法治先进国家学习、借鉴和交流依然重要,但却不只是改革

开放初期搬运工式的拿来主义进路,而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既有法律体系,以更具针对性、
反思性的态度进行法治文明的学习、互鉴和交流[7] 。 虽然我们出产的法学成果有目共睹,但是离建

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这一目标达成尚有一定距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建构

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理论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

系提供了理论基石。 自主性是第一位的,这要求我国法学理论研究自主地形成独有的理论研究体

系范式。 一些学者呼吁,“进入新时代,我国法学研究达到了一个自主性的阶段,即不依赖外来理

论、观念与言说方式的指引就能思考自己的问题、阐述自己的实践、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8] ;中国

法学学术研究必须首先重塑中国法学话语的主体性意识[9] ;法学研究的原创性同自主性息息相关,
要求中国法学知识体系构成立基于原创性的知识系统,呼应中国本土法治实践,形成中国独有的法

治研究成果,“建构起系统化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10] 。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并不等于中国法学研究已经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

正如张文显教授所言,“我们从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究竟提炼出了多少具有

标志性、原创性的概念、命题和观点,在中国法学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中注入了多少思想精华,在重

大创新理论方面法学界形成了多少普遍共识” [11] 这些追问表明,虽然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取得的成

就不可忽视,然而时代赋予法学学者新的研究使命,仍然需要中国法学研究向更高的目标向前推

进。 在法学知识成果不断涌现的当下,中国法学研究却还远未达到法学研究者心中的顶峰。 蔡立

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相比,当前,中国法学在学术命题、学术

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尚未构建并发展出一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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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较为完备、较为成熟的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法治发展变化、解读当代中国法治成就的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中的中国法治形象尚不清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在拿西方的

理论、学术、知识、观点、原理、概念、范畴、标准、话语来解读中国的法治实践,尚存在着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的‘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问题” [6] 。
由上可见,当下的法学研究要达到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形成体现当代中国法治成就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目标尚存差距,要逐渐缩小差距,就需要法学研究者形成研究合

力,对于西方法学知识不尾随,不盲从,理性参考,平实研究,最终目的是形成中国自主的、科学的法

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并在世界法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更需要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这一时代要求的积极引领,这种积极引领映射在法学论文选题上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第一,对法

学论文的选题内容提出了新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视野。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

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石,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法治新思想、新判断、新命题,新理论。 这些新的

研究领域的开辟,使一批学术期刊推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党内法规研究” “司法改革研究”
等重要栏目策划,使法学界的重大研究成果向该研究领域靠拢,丰富和推进了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

系的形成。 第二,推动法学论文研究选题范围向“广”“深”发展。 “广”体现在选题内容范围不断扩

大,从原有的单一性、传统性选题,向交融性和新兴法学学科延伸,如党内法规学、监察法学、人工智

能法学、数据法学、健康法学等新兴学科的产生,拓宽了法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选题领

域;“深”体现在选题研究层面不断深入,从引介性、全面性、概括性选题,向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

的选题转变。 法学选题的要求已不满足于原有传统的法学研究任务,从原有的“放眼看世界”到现

在的“以世界的眼光观照中国现实”;从原有的全面性、概括性研究到现在的着眼于中国法治实践的

问题式研究;从原有的单一框架式、结构式选题,向具体、集中解决某一现实问题的选题转变。 中国

法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充分的学术积淀,已经具备了从广博到精深的研究积累条件。 其落实在法

学期刊和综合性期刊的法学栏目设计上,“法学期刊在推动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形成和推广方面有

独特优势,可以设置一些栏目集成式、体系化地推出代表新时代法学认识成果的原创性、创造性概

念、范畴、命题,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作出基础性贡献” [10] 。 简言之,即从构建法学自主知

识体系的方向中立意选题,从社会实践和学术热点中提炼选题,从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趋势中定位

选题,突出体现问题意识的研究选题应是当下与今后法学论文的研究发展趋势。

二、突出体现问题意识是法学论文选题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

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

势” [12] 。 突出体现问题意识,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下对法学论文选题的内在要求。 问题意

识体现在法学学术研究中,是不断对中国法学制度和法学体系各个层面进行探究与反思的推进过

程,这不仅要求研究选题要不断强化问题导向,形成问题意识,更对问题意识中研究“问题”方向和

内容把握提出了新的期待。 “所有社会热点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法律问题”,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

比,法学研究更象是一面反映法治实践、观照社会现实的镜子,能够快速生产学术产品,这和我国突

飞猛进的经济进步和随之适应的法治进程是离不开的。 因此,寻找和发现立基于中国实际的自主

性、原创性、实践性问题为研究目标,这既是法学学术研究有别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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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是期刊评判法学论文优劣的重要标准。
(一)问题意识的“问题”内涵

“问题意识、基础能力与资料准备,实可谓法学研究的三大基本要领” [13] 。 问题意识,是指对拟

研究的问题的研究范围、题目甚至是结论性的看法(先有结论、后有论据)的主观认识[14]3。 法学研

究中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为法学理论对于法治实践的敏感度及涵摄力,问题意识是法学研究或法

学理论与法治实践之间的主要媒介[15] 。 从大量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资料、学术成果甚至是只

言片语中寻找问题,将目光聚焦在“真”问题、具备原创价值的问题、属于中国法学研究的本土问题、
值得法律人进一步研讨和激发学术兴趣的问题,这就要求法学研究者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学术研究

能力,还要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去观照学术前沿,进而通过论文写作而推动法学研究走向。
近年来,什么是“问题意识”,法学论文选题中是否体现出问题意识,逐步引起法学学术界的学

者群体与学术期刊编辑群体的共同关注,更进一步成为一些高水平学术期刊择选稿件的“黄金标

准”。 法学论文每年产出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能够发表出来的法学成果占比却很小。 法学论文是

否能鲜明地凸现问题意识,体现研究目的,是期刊对论文进行学术评价的重要因素。 正因对理论问

题和现实问题的不断观照与挖掘,方构成了法学研究前进的动力。 而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

系的当下,法学论文呼唤问题意识,更成为推动法学研究不断完善的必要要素。
那么在法学研究中,如何理解论文中体现出的“问题”呢? 陈瑞华教授认为,“问题”在方法论上

具有三层含义,即“questions”(疑问)“problems”
 

(缺陷、不足)“issues” (命题、课题)。 而“ issues”才

是学术研究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问题。 “我们目前的研究则往往将‘问题’误以为‘疑问’,或者将‘问

题’误以为‘缺陷’。 如果将‘问题’局限于‘疑问’和‘缺陷’,并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研究,这种研究

永远不会产生理论家” [13] 。 无独有偶,凯特. L. 杜拉宾也将问题分为三类:概念性问题,我们应该思

考什么;实用性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应用性问题,在知道怎么做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15] 。
“资深的研究者很清楚他们不仅要让读者相信他们的答案是合理的,也必须让读者充分认识到他们

提出的是有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理解某个更重大的主题”
 [16] 。 由

以上可知,我们对“问题”内涵的共识性要素可以得出:问题应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问题应是有研

究价值的问题;问题应是一个可以解答和对现有研究有所推进的问题;问题是一个不能回避答案的

问题。 而这四个要素,构成了我们对问题意识中的“问题”的基准要求。
(二)问题意识的“问题”筛选

判断法学论文的选题是否是一个有问题意识、有深度思考、有学术价值的“问题”,首当其冲的

判断责任会落在责任编辑身上。 当然学术期刊编辑部也会请匿名评审专家评鉴,但一般来说学术

期刊编辑会是投稿学术论文的第一位读者。 编辑的学术判断虽然是一个不可避免参杂主观意向的

过程,但是也是一个对法学论文生产的客观评价过程。 尤其在当下,是法治推进加速、立法活跃的

时期,一系列法治社会中的前沿问题都持续涌现,研究进程有序展开。 面对学术研究中的新问题、
新面向,除了法学传统学科利用自身研究理论的深厚扎实,飞速搭上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转型的快

车道,还有一些发文量少、研究人员少的“小”研究方向,如何能够享受到这一研究“红利”,需要研究

人员和期刊编辑有目的引领和挖掘,即怎样理解和寻找本学科中的重要和突出的“问题”。 正如王

青林编审提出,“如何挖掘新文科资源、确定研究方向及确定选题? 总体来看,要把学习党和国家的

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 当前,要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推进新文科建设结合起来” [17] 。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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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红教授也指出,“立足中国具体法治实际,是准确发现问题、合理解决问题的前提” [18] 。
具备问题意识的论文的终极目的是解决问题。 发掘问题只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虽然非常重

要,但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无异缘木求鱼。 专业编辑不仅要关注论文选题,也要研读论文内容,但
若论文选题已经限定在一个介绍性、空泛式的框架内,主要内容很难脱离这个既定框架。 也就是

说,论文选题一旦设定,就已经框定了文章的研究目的、方向甚至是逻辑结构和研究方法。 尤其是

对于现下中国法学的研究来说,内容要达到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研究目标,是有较高难度的,
这要求法学研究者要始终保持对社会中的热点问题、理论中的难点问题、复杂的现实问题有持续的

观照和独到的见解,还要具备深度的理论研究水平和能力。 对于当下法学论文问题意识中的“问

题”,顾培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学理论研究中问题意识方面的‘问题’集中于两点:其一,法学

理论研究不能准确把握法治实践的实际需求;其二,法学理论对法治现实的认知和把握失之肤浅或

片面” [15] 。 这说明,“问题”成果中的理论研究选题没有做到对理论的突破或者推进,实践研究选题

忽视对法治实践问题的探索和解决。 这样的选题所体现出的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无疑

是值得怀疑的。
当前法学研究对象内容丰富(立法活跃、司法解释大量出台、案例逐步公开),法治进程越来越

快,给法学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了很多可以研究的蓝本,又同时增加了比以往更大的研究

难度。 很多作者期待学术期刊能够公开次年选题计划,给予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作为参考。 学术期

刊在面对庞大的作者群体和论文产出时,也在择选过程中会适时将期刊编辑部慎重考虑和研判后

的选题在期刊纸刊、网站、公众号等渠道公开发出②,这往往会吸纳大批学者关注的目光。 一些学术

期刊更结成“智慧法治学术共同体”,整体性、有计划地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公布在某一领域的一系

列选题,论文成果池里的论文由学术期刊“共同体”成员共同择选,不但提高了整体论文质量,也大

大提升了期刊影响力,在“人工智能法学”“数据法学”等方面均有重要成果产生③。
那么,是不是传统理论研究就没有了生命力,是不是看似“前沿”的选题就有很大优势? 我认为

不可一概而论。 “一个好的法学研究者必须立于时代的潮头,把握政治、经济、社会的大势,从法学、
法律、法治的角度,捕捉有关法学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直面法律制度和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现

实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贡献自己的智慧。 当然,这是对大学问家们发现和研究重大问题的角度

来说的,许多中观、微观的问题,也同样是有价值的真问题,需要研究者对其能及时发现,投入研

究” [13] 。 追逐前沿和“热点”固然是最方便、最有效的选题方式,在短时期内也容易引起点击率和下

载率的攀升,但并不等于传统法学学科的传统选题、传统研究方式、传统研究视角没有研究价值与

学术贡献。 究其根本,是需要审视在传统学科知识中挖掘出新的学术问题和学术成果,对既有的学

术研究内容有无产出新的知识增量。 既往法学研究成果为新兴法学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而新兴法学问题为现有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 如网络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不仅使刑法、民法等

传统部门法学理论研究有所推进,也为知识产权法学、经济法学等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 无

论从对前人研究的传统法学理论难题中有所突破,从而为中国法学理论建构作出贡献;还是从社会

772

②

③

如:《法学研究》编辑部每年在其公众号发布栏目征稿启事,发布次年期刊将要推出的重大法学选题,能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集合

法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笔者所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也在每年期刊第 6 期封二、封三公布次年选题,在吸引稿件、刊发精

品、提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有良好效果。
如:《东方法学》编辑部曾集合 38 家期刊共同组成“智慧法治学术共同体”,吸引大量相关学术论文,在该领域形成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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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现象中发掘出新的理论问题,推动法治社会的发展,都是成功的选题。 挖掘法学研究中的原创

性的概念、理论、思想精华,这是法学界与期刊界所承担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既往所刊登法学论文的“被引频次排行”和“全文下载排行”可看出,理论性强、问题突出、聚
焦于理论难点和实践领域重大问题的选题,不仅理论“生命力”长久,而且社会影响力经久不衰。

但是,法学研究不是孤芳自赏,不是敝帚自珍。 能够具备研究张力、聚焦研究资源的选题,才具

有更长远的生命力。 很多学者喜欢将眼光放在前沿问题,而有些学者沉浸于法学传统理论的魅力

中。 不论是理论问题或是实践问题,在多元化法学知识体系形成的当下,笔者认为没有孰优孰劣之

分,但是我们提倡在研究理论问题或者实践问题的过程中,目光要落在中国法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大背景下。 “对理论问题的讨论,必须和中国的司法实务结合起来形成问题意识” [19] 。 这对法学研

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问题研究要能够推动中国的司法实践进程,而司法实践中的对策研究,要
有理论的坚实支撑。

三、科学研究方法开拓法学论文选题范围

提出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后,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选题的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法学有其相对

独立的研究方法,为学术界所公认和趋同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历史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实证研

究方法、法教义学研究方法等。 随着学术界迎来“大数据” “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的热潮,大数据

技术也对法学研究的实证分析方法有所影响和推动。 有学者认为,“计算技术给法学研究方法和法

治运行模式带来了计算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即通过计算思维、计算方法和计算技术丰富法学研

究的方法和内容” [20] 。 可以说,法学研究方法的内容本身便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 信息时代的飞速

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开拓了法学研究者新的视角和更广阔的选题方向。
(一)多元研究方法赋予法学论文选题的新视角

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推动了法学论文选题的新转变。 法学研究的对象随着信息社会的高

速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方法、数据分析方

法逐渐成为法律学人新的宠儿。 随着中国法治不断完善,研究样本渐趋增多,案例公开范围变大,
信息社会中数据计算的增强,新的法律问题不断涌现,加上研究方法可以借助数据计算的力量,使
法学研究的视野飞速扩展。 比如计算法学,在“法律即计算”

 

(
 

Law-as-Computation)
 

成为趋势的背

景下,我们更需要研究法律的计算机技术化是否可取以及法律科技实现的规范问题,这里面不仅仅

是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关的信息科技问题,还存在很多传统法学领域的问题。 因此,对于计算法学的

研究,需要在计算技术应用的背景下,结合传统法学与计算思维进行法律基础理论和新兴问题的研

究[20] 。 特别是我们步入了大数据社会,利用大数据技术方法对原有传统法律问题进行充分实证分

析,开拓了法学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也丰富了原有传统法律研究方法,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给原

有“坚不可摧”的法律理论带来全新的挑战。 “在数据层面,数字法学所做出的贡献在于实现法律语

料的结构化处理,使其真正转化为有价值的要素资源” [21] 。
从我国法学学术发展来看,较早研究的范式是以引荐两大法系的制度以及理论为主,后来逐渐

强调针对解决中国司法问题的法教义学研究,同时兴起了法律实证研究等偏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

方法论,当前形成了以规范研究为主、多种研究方法并存的学术格局。 数字技术作为学术工具被引

入,并不改变其量化研究的基本范式,而正是因为有了前期跨学科方法讨论所作的铺垫,才使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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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挖掘规律、经验式的研究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接受[20] 。 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促生了法学研究

的多个新领域,开拓了法学研究新的视角。 尤其是以大数据计算为依托的数据研究方法在法学研

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对于法学论文选题内容的开拓较以往研究而言有全新的价值。
(二)研究方法在选题写作中的方法论误区

虽然研究方法的内容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充实,但研究方法本身在法学研究的过程中并不是

新兴的产物,历史研究方法与比较研究方法不仅不是法学研究所独有的研究方法,而且在中国法学

研究过程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曾经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注重学习与借鉴外国法学经验。 在

法学研究刚刚兴起时,这种借鉴与引入是必要的,那么在中国的法学理论已经成熟、法治建设已经

日臻完善的当下,应该如何看待对外国法学理论与经验的有效借鉴与吸纳?
目前的法学研究方法运用中,相较十几年前比较研究方法的普遍运用,实证研究、数据整合等

方法不断地被应用在法学研究中,比较研究反而不再如前热火,这同我国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法律制

度建构不无关系。 但并不等于比较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已经过时,与以往的研究方法运用效果

相比,现在法学研究内容对于研究方法的运用要求和标准已经大大提高。 如果只达到了对资料的

引介和分析,没有完成对中国法治实践有所帮助和提升的理论高度,那么研究方法的使用是不完整

的。 有些学术论文全文都在引介国外法律原则、法律制度、法律条文,内容大部分为翻译国外法学

文献后的总结。 原有比较研究方法的滥殇运用,很多论文形成了三段式的研究思路,即外国法介

绍-中国法比较-中国法改革,这种生搬硬套式、断裂式、僵化式的研究方式,实则忽视了中国法理论

与法实践的自主性要求。 尤其是在学术研究全球化、数据化的今天,没有研究目的只有内容堆砌的

学术论文,其原创性与目的性必然有所欠缺,很容易被学术期刊拒之门外。 归根结底,这都未能深

度发挥法学研究方法在论文中的研究价值。 “当一个反复发生的现象挑战了某个现有的理论时,一
个理论问题便已呈现” [14]3。 有些问题由于现有的法学理论对此难以解释,因此有些学者打算采取

“曲线救国”的方式绕过这一问题,或者进行模糊处理或规避,这种“畏难”式的研究很难有所创新和

突破,可能会导致文章的原创性不足。 可以说,法学研究成果的大量产生,促使高水平法学论文的

写作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在这种研究压力下,有一些法学研究者不自觉地降低了研究水平。 如只溯

源历史文献,不提炼研究结论;只引用大量文献,少见自已的原创性观点;只对研究数据做了初步分

析,研究结论却没有对作者自身观点形成产生多大帮助;虽然选题看起来较为前沿,但研究内容并

未提升到选题要求的应有水平,等等。 从根源上看,都是没有充分发挥研究方法应有的价值所致。
(三)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能够推进法学选题成果完整呈现

法学是否为一门科学,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但是法学研究要具备科学态度和研究

精神,这是学术界达成共识的。 王利明教授指出,“法学不仅在探索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尝

试在形式体系上,对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展开研究,并且注重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概

念体系的完整性”,“既然法学乃是一门科学,那么每个法学研究者都应当将法学研究作为一项严肃

的科学研究加以对待。 法学研究者应当自觉地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秉持科学研究的严谨态

度,坚持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贯彻严谨的科学研究的系统方法” [22] 。 法学研究成果一定要发挥研

究方法的方法论意义,充分发挥研究方法的功能,了解研究方法能为法学研究作到何种程度的贡

献。 “实际上,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合理的方法是适合研究主题的方法” [23] 。 如法律实证研究

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经验研究,因关联于社科法学而具备社科法学的某些“血缘特征”,然而在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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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选取、数据运用、法律现象阐释等方面已显著不同于社科法学[24] 。 但在部分法学论文中,却未能

充分发挥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
笔者认为,法学论文选题的方法论转变,不仅体现在吸纳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拓研究新领域,

还体现在对研究方法的深度和科学运用。 即研究方法要达致何种研究目的,完成何种选题目标,归
根结底,研究方法的运用不仅是为研究而研究,还要为了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而努力,达到

由表及里、由现象到理论的研究过程。 韩世远教授指出,“我国是现代法的继受国,要看清法理论在

法继受、法创造及法运行中扮演什么角色,看清本国理论的样貌、特色及位置。 现代法治是人类治

理自身事务的事业,好的内容要借鉴吸收并发扬光大,新的问题却需要独立面对自主解决”,“真正

的成熟,应该是通过比较法超越比较法” [25] 。 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是为了使法学论文选题的研究

向纵深发展,是立基中国法学实践、实现法学理想的长期过程。 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至
少要能达到几个目标:即研究资料是否搜集完备,资料与论文选题有何联系,是否运用该研究方法

对资料进行了科学分析,能不能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出理论“金句”,论文的研究结论是否基于

研究方法的运用而产生,该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对论文选题所提出的“问题”有所解决或部

分解决,是否对原有研究成果有所突破或推进,等等。 如果未达到以上的基础性要求,表明该论文

并未达到所要研究的目的,对研究方法的应用上也未达到其应有效果。

四、法学论文的标题设计是法学论文选题的形式要素

如果执着于选题范围的前沿与否而不关注该选题在论文中的完成度,那么选题给予论文质量

的“加分点”也会大打折扣。 论文选题所体现出的问题意识在标题中的显现是最重要的一步,选题

的确定范围、标题设计非常重要。
(一)大选题还是小选题:“小中见大”式的选题更易找出问题点

在选题确定上,最常见的问题一是失之过大,二是过于空泛。 有学者认为,法学学位论文的选

题应当注意几个关键点:关联性、重要性、前沿性、志趣性、适中性[14]51-53。 文章标题范围要适宜,不
能太大,也不能太过微小。 何为大,何为小,不能一概而论。 “选题大小是和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的

研究水平相关的。 研究选题大小又是相对的,是和一个国家对某个问题的学术成熟程度密切相联

的” [3] 。 在研究范围框定的初始阶段,尚是一个处女地亟待开发的时候,文章标题写作宏观一些可

能比较合适,但在该问题研究成果比较成熟时,再设计范围十分宏大的选题就不合时宜。 因为该论

题的先期研究成果和研究内容已经充实,已经形成相对丰富的作者群体,研究理应从宏大转为精

微,因此对于该领域的写作范围也在逐渐限缩,这是学术研究的自然规律所致。 写大选题还是小选

题,本来就是一个仁者见仁的事情,但是对青年学者而言,一个小中见大式的选题,即“从小处入手,
同大理论对话”的选题,是非常容易找到问题而深入研究下去的。

(二)法学论文的标题设计:精准概括论文要表达的中心主旨

标题是文章选题的具体化和高度概括,即通过论文标题规定想要表达的主张和见解,是一篇文

章的核心和主线。 标题中应体现一个中心,杨立新教授认为,“如果在一个标题中真的是有两个主

题,那就做出两篇文章来,不要挤在一篇文章里写作” [26] 。 标题框定了文章的研究目的、方向甚至是

逻辑结构和方法,是文章内容和观点的最精确概括。 一个未经过深思熟虑而仓促定下的标题,尤其

是对于现下中国法学的研究来说,很难实现独创性、前瞻性、启示性、可操作性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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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应力求简短精炼。 如果正标题完全可以承载下文章要写作的中心和要旨,就没有必要用

副标题,能用最简炼的语言总结归纳,就不要再用冗言修饰美化。 如果标题多一个词,意味着文章

内容可能要多出几千字左右。 而一个语焉不详的标题,内容很有可能也似是而非,主线不清。 有些

选题精彩,但内容泛泛,没有写出精彩选题带给大家“惊艳”的研究期待。 因为文章通常是写给具备

一定学术功底和研究实力的同行来阅读的,如果内容突破不够,笔力不足,也不是一篇成功的论文。
总之,只要语言精炼,聚焦问题,突出研究目的,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标题了。

根据以上要求,有几类标题需要我们谨慎对待。
第一,对体现“同质化”选题的标题需要严格择选。 期刊论文选题的同质化,是指论文在研究范

围、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观点等存在重复研究、重复论证、重复叙述的现象。 “同质化”不属于

学术不端,也有别于研究领域相近而论证内容有别的情况。 摒弃学术“同质化”倾向,归根究底是为

了推动和开拓学术创新。 期刊编辑每年面临几百篇以至上千篇投稿论文的择选,其中不乏选题重

复之作,比选题重复更严重的是观点重复、内容重复、结论重复,“千篇一律”。 究其原因,一是选择

一个直中要害的好选题,确实需要大量的资料阅读与对法学研究面向的深度了解与把握,选题“是

从学术阅读到学术创作的重要转折,也是文献综述的自然延伸”
 [27] 。 这需要法学研究者花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做好前期积累,
 

使学术研究从广博到深入进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文献综述是确定

论文选题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通过扎实的文献综述,研究者才能对拟研究问题的历史脉络了然于

胸,才能厘清拟研究问题的基本状况,做到对相关学术观点及共识、争议、论证逻辑心中有数,才会

清楚哪些学者参与了该研究并作出过贡献,以及该研究领域中曾产生了哪些经典文献” [21] 。 如果

不具备良好的文献综述和驾驭资料、提炼观点的能力,很容易陷入重复前人观点的迷途而难有突

破。 二是部分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难点问题,回避要害问题,而单一追逐热点问题。 结果只是“新

瓶装旧酒”,即标题乍看非常前沿,但深究内容并无本质变化,既未完成论文标题体现出的前沿价

值,也未达到论文选题内容所要求的高度,这都不能算是一个成功和成熟的标题。
第二,对自说自话和过度“装饰”的标题需要学术判断。 陈兴良教授指出,“自说自话是另起炉

灶,自创一套话语体系。 自说自话无法与他人之间形成对话,因而不是学术,学术一定是在与他人

对话过程中获得成长” [28] 。 这实际上给了不论是编辑还是学者一个重要的启示,选题不要一味追

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格格不入。 笔者曾经收到过类似“法律与美学” “法律的艺术”类似的文章,
即使作者再敝帚自珍,但正由于没有人与其讨论(事实上,没有人与其争论,也正说明该问题是一个

不受大众关注的边缘问题,为何不受人关注,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当下法学理论与实践中并未突

显,二是该问题影响不大或者是已经解决,再浪费研究资源进行探讨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文章刊出

后,仿若一叶轻舟投入汪洋洪流中,很难引起学者的共鸣与反响。 而有些研究者为了放大选题和标

题的吸引力,往往会在设计标题上下大工夫,运用或创造一些新词汇去“修饰”标题,造成选题和内

容似乎很“前沿”的效果。 而这种过度“装饰”不仅导致读者莫衷一是,还使研究者自身难以把握选

题的研究目的,使写作时中心偏移,难以抓住重点。 因此,标题的修饰是“锦上添花”还是过犹不及,
归根究底要服务于选题符合自主性、原创性、实践性的基本要求。

五、研究总结

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身是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性的命题。 这要求我们的理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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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充分的自主性与原创性的,是有强大的理论立基的;我们的实践是能够经得住时间和理论的

验证的。 法学研究如何面对中国问题,提炼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这是时代赋予法学研究的新

要求,也是法学界与期刊界的重要使命,是一个学者与学术期刊“双向奔赴”的过程。 期刊择选好选

题、好文章,不仅需要发挥编辑的学术洞察力,更需要法学研究者在选择研究方向上作出努力。 在

设置栏目时,学术期刊尽量引导法学研究成果向该目标流入。 这要求法学论文的选题以此为研究

方向和基本要求,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深度开发,法学学术界与期刊界以学术研究高度的责任感去

践行这一目标,这是我们应当达到也是可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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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enerality
 

to
 

the
 

independent 
 

original
 

and
 

realistic
 

topic
 

selection 
 

to
 

the
 

prominent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clear
 

research
 

purpose.
 

It
 

not
 

only
 

requires
 

that
 

the
 

research
 

topic
 

should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issue
 

orientation
 

and
 

form
 

the
 

issue
 

consciousness 
 

but
 

also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grasp
 

of
 

the
 

direction
 

and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issues
 

in
 

the
 

issue
 

consciousness 
 

which
 

i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of
 

legal
 

academic
 

research 
 

and
 

an
 

important
 

standard
 

for
 

journals
 

to
 

judge
 

the
 

quality
 

of
 

legal
 

papers.
 

When
 

editors
 

set
 

columns
 

in
 

the
 

journal 
 

they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guide
 

the
 

leg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to
 

flow
 

into
 

this
 

goal
 

and
 

form
 

research
 

force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gives
 

legal
 

research
 

a
 

new
 

perspective
 

and
 

topic
 

selection
 

direction 
 

and
 

the
 

pluralism
 

of
 

legal
 

research
 

method
 

promotes
 

the
 

new
 

change
 

of
 

topic
 

selection
 

of
 

legal
 

papers.
 

And
 

the
 

appropriate
 

title
 

design
 

will
 

make
 

the
 

content
 

of
 

the
 

topic
 

of
 

the
 

law
 

paper
 

clear
 

and
 

accurate.
 

When
 

determining
 

the
 

title
 

of
 

an
 

article 
 

two
 

kinds
 

of
 

titles
 

need
 

to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the
 

homogenized
 

title
 

should
 

be
 

strictly
 

selected 
 

academic
 

judgment
 

is
 

required
 

for
 

titles
 

that
 

are
 

self-explanatory
 

and
 

overly
 

decorative.
 

Therefore 
 

how
 

to
 

face
 

the
 

Chinese
 

problem 
 

refine
 

the
 

Chinese
 

problem
 

and
 

solve
 

the
 

Chinese
 

problem
 

ar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missions
 

of
 

the
 

law
 

circle
 

and
 

the
 

periodical
 

circle.
 

This
 

requires
 

that
 

the
 

topic
 

selection
 

of
 

legal
 

papers
 

should
 

take
 

these
 

as
 

research
 

direction
 

and
 

basic
 

requirements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eeply
 

developed.
 

The
 

legal
 

academia
 

and
 

the
 

periodical
 

circle
 

should
 

practice
 

this
 

goal
 

with
 

a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acade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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