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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研究目标　　本报告试图通过社会指标和相关分析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发展的各个
方面——立法、法律实施、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总体研究，从
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把握法律发展的基本状况。
　　本报告具体要达到的目标是：　 （1） 了解全国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法律发展的基本状况，
掌握法律发展的基本国情。
　 （2）建立法律发展研究的数据库，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今后长期的逐年研究提供基础。
　 （3）建立衡量法律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应该具有：　　·系统性——所有指标应能
构成一个相互呼应的系统，以展现中国法律发展全景与概貌；　　·可接近性——所有指标体系应能
够从现行立法、司法、行政部门中以适当的方法获取；　　·清晰性——所有指标含义应作出清晰的
释义；　　·可持续性——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应能持续滚动记录下去；　　·经济性——在获取某
一指标费用、代价过高的情况下，考虑使用近似指标替代或者放弃该指标。
　　二、研究特点　　（1）定性与定量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律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本身的规范研究和定性分析上。
本报告则把中心放在法律发展的质量与数量的分析方面，建立一定的法律指标体系，从质量和数量的
结合上分析我国立法、法律实施和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方面的进展。
　　（2）相关分析。
本报告对我国法律与社会发展进行相关分析，将法律发展的指标体系分为立法、法律实施和法律教育
与法学研究三个分指标，每个分指标从机构、人员、职能活动和经费收入四个方面分析；而与此相关
的社会发展将主要考虑人口、年龄、性别、GDP、文化教育水平、城市化、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因
素，分析我国法律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上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社会发展又在多大程度
上受到法律的作用。
　　（3）省际研究。
本报告立足于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法律发展，把省一级的法律与社会发展作为分析的单元
，把它们放在一个平台上，按照统一的指标体系，在同一时间段，分析各自发展的特点；把全国的法
律发展作为省际研究的基础，研究在全国的层次上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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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指标与社会指标的相关分析  　  （一）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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