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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同是刚走人校门的研究生，在入学背景上则是迥然不同的。
在中小学阶段高度统一的教育体制下，同学们如同尺寸相同质地良好的白纸，只有在走入大学后才开
始勾勒不同的线条和轮廓。
而研究生的来源则有多样性。
以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为例，有来自法学专业院校的本科毕业生，也有综合性大学的本
科毕业生；有大学毕业直接上研究生的，也有先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考研的；有法学专业毕业生，也有
其他专业的毕业生。
其专业性质、学习方法与习惯各有千秋。
研究生来源的多样性首先是一种有利因素，它便于在学习的过程中集思广益，从而促进营造百家争鸣
的学术氛围；但同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不同教育背景之下所形成的不同的学习习惯、研究方法和
撰拟风格，当其差异过大时，就难以并轨于主流化的学术规范与学界普遍认可的评价指标。
习惯上的过于随意和方法上的五花八门，必然限制研究生学习和研究能力的扩展，削弱研习效能，从
而多走弯路岔道。
因此，研究生入学之初，在学习习惯和研究方法上，需要一个"从民主到集中"的斧正过程，这个过程
对法学研究生来说，尤为重要。
相对于许多学科来说，"法学"研究更加具有严肃性、规范性的要求。
从法学课题的选择、资料文献的收集检索，到法学作品的写作、引证等，都有其特定的规范化要求。
正是这些看起来带有细节性、辅助性的工作，却最能反映并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反映着一个学术共同体
的作风修养与研究水平。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并未对法学研究方法对于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的重要意义给
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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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学习“法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后的研究与学习成果集成。
全书章节沿循课程设置，共分五讲，包括法学研究与法学研究方法、法学作品的写作与学术规范、法
学学术刊物和其他出版物、法学研究课题的选择和其他学科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
各讲均以“课程讲授内容该书”和“讨论内容”开篇，后推出具有代表性的学习论文，从而将法学研
究方法这门虽然基础但极能反映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的作风修养与学术水平的学问深入细致的展现在
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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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学界三十年热点问题浅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确
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目标，根据会议精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了立法工作。
从那时起，中国的法制建设便驶上了高速公路，尤其是在民商法领域，各种法律法规犹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到1985年为止，已经先后颁布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继承法》、《专利
法》、《商标法》等单行法。
1995年更是出现“金融立法年”，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
险法》、《担保法》。
随着立法工作的加快和深入，法学界的争论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下面，笔者以法律部门为界限
，浅述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一、宪法的热点问题概览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发表
的《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的公开信，称物权法废除“社会主义公共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是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取而代之，现在贫富差别越来越大，把乞丐的要
饭棍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不是劳动的平等，而是资本的平等”。
物权法是否违宪这一质疑的提出，使物权立法顿时停滞下来，从而掀起一场学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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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踏上花城广州东南一隅的小谷围岛，算而今，已一年余。
珠江不语，环抱小岛，其间风韵，自不寻常。
现代建筑与自然风物能够在这样一种静谧但又蕴涵生机的氛围下得以妥帖融合，历览国内高校，尚不
多见。
而就在这片告别了传统学府之沉闷与摩登都市之喧嚣的土地上，新生的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正逐渐聚
集自己的力量，力图从这里吸取养分，为广东以至全国的法学、法治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考察了国内法学学术界与法律实务界的发展动态之后，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葛洪
义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学研究方法论在新世纪法学学术与法律实践的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他同时也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研究经验敏锐地察觉到，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并未给予这一新兴领域足
够的重视。
因此，在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经验之后，葛洪义教授倡导在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
中推行"法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并将此课程作为所有法学硕士研究生入学伊始的必修课。
本书正是这一课程成果的集中展示。
究竟如何使得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研究生能够具有本科阶段尚未成熟的学术科研能力，是葛洪义教授始
终关心的问题。
因此，在"法学研究方法论"课程上，热点选择、引证规范、期刊连续出版物评价、课题论证、方法具
体应用等就成为条理明晰、一气呵成的线索。
作为课程的成果展示，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也严格依照课程的讲授大纲，将五个部分按照主题对文
章进行分类，本书自此才有如今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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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研究方法》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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