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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经过近两年的策划和组织工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编的《法学

论文写作：方法与技巧十讲》一书终于面世了。这本书的出版凝结了

很多人的努力和期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院法学实验班教育教

学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这本书的成型得益于我院副院长雷磊教授组织策划的“法思写作

坊”系列讲座。“法思写作坊”是法学院法思系列活动之一，它以学

术论文讨论和有关学术写作的讲座为主要形式，是法学院学术训练的

品牌活动。法学院成立写作坊的初衷是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能力，

对他们的学术写作进行循序渐进的专项训练，培养他们求真、严谨的

学术精神，促进其学术规范的养成，以期提高其学年论文、本科毕业

论文和硕士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提高论文抽检合格率。“法思写作

坊”系列讲座的受众包括但不限于法学院实验班的学生，从2018年9月

启动第一期“法思写作坊”讲座至今，已举办十期，邀请到了不同部

门法领域的多名学术功底深厚、学术成果突出、写作能力卓然的中青

年学者作为主讲嘉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向同学们传授学术写作

方法，与同学们分享写作心得。

本书的内容编排体现了活动策划人的匠心。“法思写作坊”系列

讲座的结构和主题是根据学术写作的基本要素和训练步骤设计的，涵

盖从论文选题、资料收集到具体操作方法、学术规范养成等一系列内

容。主讲嘉宾的知识背景多元，横跨公私法，涵盖法理学、宪法学、

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多个部门法领域。他（她）们的演讲主



题涉及法释义学、法社会学、案例分析等不同的写作样式和方法，不

仅有适用于所有学科和所有学术论文写作的普适性话题，也有针对特

定学科特点和特定论文写作方法专门设计的话题。讲座内容不仅对本

科生入门法学论文写作具有启发意义，对常年致力于法学教育和研究

的法律工作者也大有裨益。

雷磊教授的《什么是学术论文写作》从问题意识、学术传统、论

证思路三个角度出发，以法理学的研究和写作为例，阐释了学术论文

写作的基本特点和要求；黎敏教授不拘泥于论文写作的形式技巧，结

合特定的立法例和社会话题，与大家分享了如何挖掘法律背后的历

史、哲学和政治意涵，并融汇到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中去；赵宏教授

着眼于法学界向规范法学偏移的整体观察，阐述了如何加强论文写作

中的逻辑论证并形成鲜明的写作风格；王万华教授针对法学本科生的

写作需求，条分缕析地阐述了如何从大一开始进行学术规划和训练，

提供了一份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写作指南；张翔教授结合自己宪法学

的写作经验和实际素材，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从排比材料、文献综述到

标题选取、遣词造句等法学论文写作的具体操作方法；彭錞博士从自

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和研究心得出发，与青年学子们分享了学位论文写

作的核心命题，为有志于在海外求学和使用外语写作论文的同学提供

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生动的实践指南；劳东燕教授从刑法学领域的基

本问题“正当防卫”出发，结合自己逐步拓宽这一问题研究的心得体

会，引导同学们全面、深入地分析问题，层层递进地进行拓展，发现

创新的思考路径；何海波教授是畅销书《法学论文写作》的作者，也

是法学论文写作教学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他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这一

基本问题出发，结合自身多年的写作和教学经验，启发同学们思考法

学研究的场域并充分发掘自身潜力；侯猛教授多年深耕法社会学的研

究和写作，与同学们分享了如何适用法社会学的方法进行法学论文的



研究和写作；易军教授以民法学学术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为例，结合自

己多年指导学生写作的经验，阐述了如何进行学术创新以及论文写作

中的具体技术问题。“法思写作坊”系列活动中优秀的主讲人和与谈

人们不仅为同学们勾勒出法学论文写作的全景脉络，传授了论文写作

的具体操作方法，也从侧面向同学们展示了“以学术为业”的进阶之

路与学者的人格魅力。

在“法思写作坊”系列讲座的筹备和组织过程中，我院行政法所

马允老师、立法教研室赵一单老师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此

外，我院实验班本科生杨星月同学和行政法研究生王宾同学分别承担

了讲座具体筹备和书稿的校对工作。在此，一并对上述老师和同学们

表示感谢。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将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我院法学实

验班教育教学改革，同时也会使更多的法科学子从中受益。希望本书

的读者能够秉持求真、严谨的学术精神，恪守学术规范，在本书的阅

读过程中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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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什么是学术论文写作[1]

雷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副院长）

非常感谢马允老师的组织，能够在十一放假前一天的下午跟诸位

交流一下学术论文写作的问题。作为老师，能够教给你们的可能只是

一些自己多年来摸索的心得。很遗憾，当年没人教我如何写作，所以

从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到现在，我已经摸索了18年，而这种摸索最直接

的后果就是我的体重上升了1/3，头发减少了2/3。所以，为了让在座

的各位同学少掉一点儿头发，尤其是我们的女生，我就跟诸位来分享

一下这么多年所获得的一点儿心得。当然，有这么一句话，写论文就

好比游泳一样，教你千百种游泳的方法不如你自己下去游一回。所以

对写作的真正指导，其实应该围绕真实的论文来展开：学生先完成一

篇论文，然后围绕它来展开剖析，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师生的

互动。就像马允老师主持的“鹿鸣工作坊”那样，这是一个比较恰当

的方式。当然，“法思写作坊”是以讲座的形式来进行的，它也有它

的好处，那就是受众面比较广，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将同学们在

写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予以总结，集中呈现出来。但这也决定了

它的受限之处，那就是它没法采用上面所说的这种手把手的方式去指

导学生。这种指导是由我们法学院的另一个品牌性学术活动“法思工

作坊”来完成的。所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同时参加“法思工作

坊”和“法思写作坊”。“法思写作坊”是系列讲座活动，今后我们

的各位老师都会从自己的角度针对写作过程中的各个具体主题来展



开。所以作为第一讲，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可能只是一个

introduction（引言），一个导入性的东西，主题是“什么是学术论

文写作”。

我将重点围绕“学术性”这一点来展开。学术论文跟一般的文章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我把它叫作“研究与写作的一体性

命题”。对于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写作、研究，乃至作为前奏的阅

读，都是密不可分的。阅读、写作与研究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写作是

你的研究和思考的阶段性结果的展现，同时它又可以触发你的进一步

的思考。论文既是你研究的载体，也是你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具体来说，我将围绕学术论文写作的三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学术论文要有问题意识。对于一篇学术论文而言，最重要

的或者说占据半壁江山般重要性的，是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学术论

文不像小学生写游记那样。比如说，我女儿上个月参加了班里组织的

秋游活动，回来后就写了一篇日记，写到今天小朋友们去了哪个公

园，看到了什么，我感到很快乐，等等。学术论文不能是这样子的，

它不是在记流水账，而是必须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问题可以说是学术

论文的导火索，你的论文一定是解决问题的。当然问题可能本身具有

多层次性，这个我待会儿再说。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这是第一

个。因为学术论文不是记叙文。

第二，学术论文要有自觉的学术传统意识。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

方面就是要讲学术的传统。当我们摆明车马、亮出我们立场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在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它一定是在学术传统中来进行

的。任何人的研究都不会是从零开始的。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论述的

这个问题是亘古未有、盘古开天地式的，那基本是不可能的。绝大多

数的时候，我们的前人都在相关的问题上已经做了一定的积累。当然



积累有深有浅，古人的思考跟我们现在的思考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区

别，这种可能当然存在。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觉的学术传统意

识，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方法论的意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

候，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论的传统中来进行的？是欧洲的传统还是

英美的传统？我写的是一篇法社会学路径下的描述性论文，是一篇分

析性的论文，还是说我主要立足于一种规范性的角度？这些都需要明

确。因为学术论文不是说明文。

第三，学术论文要有清晰的论证思路。有了问题和传统意识之

后，还需要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在这种思考的传统意识中，把你的

论证以有组织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有时

候你想的挺好，但是写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学术论文不是说你

想写到哪里就可以写到哪里的。使用发散性的思维和修辞，随着自己

内心的想法信马由缰地去写，这是不行的。因为学术论文不是散文。

下面，我将围绕上述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第一个方面是问题意识。从教八年以来，我参加了不少的论文评

比活动，有本科生院，也有研究生院，也收到过各种各样的论文。可

以这样说，同学们的论文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体现在问题意识方

面。没有问题意识的论文，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论文。我们知道，学术论文不是教科

书，因为它们所面对的受众是不一样的。教科书的基本功能在于介绍

基本知识，它面对的是零基础的读者，所以需要面面俱到地去介绍某

一个主题的所有方面。比如，涉及“权利”，也就是“right”这个主

题时，它会依次去介绍：什么是权利？权利的学说史是什么样的？权

利可以分为哪些类型？权利在法律关系中发挥着何种功能？一、二、



三、四全部都要介绍道，这就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论文。我在评阅我

们学校“学术十星”的参赛论文时，几乎每年都会碰到这类文章。有

一次，一个女生就交过这样一篇论文，我忘了具体的主题是什么了，

但是，她教科书式的写法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在答辩的时候，

我就给她指了出来，她一开始还不太服气，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非常

工整。我对她说你写得的确非常工整，如果把你这篇文章放到一本教

材中就是非常完美的一章。可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典型的没有问题

意识的体现。因为学术论文不是写给零基础的读者看的，不是去向他

传授某方面的知识乃至通识，而是写给学术同行看的。学术同行是被

假定为跟你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的人，常识性的、通说性的内容根本

就不应该出现在一篇学术论文中。你写的东西是要对同行进行智识上

的挑战，而这首先就体现在，你要告诉他，我的文章解决的是一个现

有的知识没有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个迄今为止有争议的、很重要的

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去说我提出了哪些新的观点或者新的论证方

式。所以这是第一点，不要把我们的学术论文写成教科书中的某一

章。

第二种是摘抄式的论文。它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读书报告。学术论

文不同于读书报告，虽然读书报告可能成为学术论文写作的基础。读

书报告或者说摘抄式的论文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拿着一本书，跟着

这本书的作者的思路走。比如，一本书写了四章，那么他写论文也相

应地写了四个部分，四个部分完全可以一一对应起来。如果是这样，

那就代表这本书你读得还不够透彻。如果要较真的话，可以说摘抄式

的读书报告甚至称不上是一篇合格的读书报告，至少不是一篇优秀的

书评。一篇优秀的书评可能还需要以报告人个人的视角，去剖析和分

析这本书所要处理的对象，要以读者自己的结构去展现阅读对象的框

架，分析它背后的东西。摘抄式的读书只能说是一个比较表层的读



书，纯记录式的或复述式的读书。这个问题在我们研究生中也存在。

有一次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一位我们法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写的是德

国的一位哲学家的法哲学。这位哲学家的一本主要的法哲学著作有四

章，结果他提交上来的论文也只有四章，连有的章节的标题都跟那本

书是一样的。我们专业的一位老师，陈景辉老师，他当时就问那个学

生，你所读的这本书的作者还活着吗？他回答说，还活着。然后陈老

师说，既然他还活着，他自己又出了这本书，我为什么要看你的这篇

论文，我直接看他的东西不就可以了吗！我不懂的地方还能联系他问

问，我还要看你写的东西干吗！这话说得不客气，但是话糙理不糙。

说白了，就是你这篇论文没有价值，而没有价值首先就体现在没有问

题意识。

第三种是记流水账式的论文。这一点可能是同学们在做学术史研

究时常犯的毛病。比如，法理学的论文，如果写的是学术史，可能会

涉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一些片段，或者是西方法哲学中某一派学说的

学说史。这里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的同学很容易将它记成

流水账，按照时间的节点，如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近代一路下

来，一段一段地在历史中去写这个学术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没

有问题意识的体现。但我要说的是，不管是写法哲学的学术史，还是

说直接处理它的某一个主题的发展史，也一定都是围绕问题来展开

的。有的同学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学术史还要围绕问题来展开？那当

然了！因为是问题决定了你要选取哪些学术史的材料，以及如何去组

织呈现发展脉络。没有问题意识，你就会发现可供你选择的材料汗牛

充栋，令你无从下手。没有问题意识，你都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角度

和线索去组织论文。正因为问题意识不同，同样一段历史，一百个人

会有一百个写法。任何一个优秀的学术史作者，一定会有他的基本问

题意识和概念框架。他可以通过问题的切入点和概念框架，对我们理



解这段学术史提供新的东西，这才是重要的。比如说很多同学读过魏

德士的《法理学》，我们都知道这本书的主体其实也是学术史，从古

希腊开始往后一个一个地进行学派的梳理，但是问题线索是什么？魏

德士认为，西方2000多年的法哲学历史，核心性的问题和线索

是“validity of law”，研究的是法效力的问题。他完全是围绕这个

核心问题来组织材料的。正因为抓住了这个重要问题，这本书才成了

经典。

以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典型的三类没有问题意识的论文。那么，我

们不是说要有问题意识吗？什么是“问题”呢？问题肯定是从一定

的“主题”中来选取的。你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或者在进行写

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先选择一个主题。你要决定的就是你研究的是哪

个领域。这个领域，往大了说就是民法学、刑法学还是法理学。但也

可能会稍微小一点儿，在民法学里面我研究的是哪一块，是物权、债

权、亲属继承还是别的东西，或者是代理制度。主题存在于领域之

中，但在一个领域内部，还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它可以进行更细致的

划分。比如，债法领域，我们要研究的是其中的更小的某一块，如契

约债务或者侵权债务。我们要把主题定位在我们整个法学体系之中，

确定主题就是你寻找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一个抓手。

在确定主题的过程中，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基本上要尽量按照这

样的一个要求去做，能不能百分之百地满足，那就是“小、清、

新”。第一是“小”。“小”指的是“宁小勿大”。你在为自己确立

某个领域的研究主题时不要太大，尤其是写一篇论文的时候，要找的

问题，不要太大。当然，最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当你什么材料也没有

接触到，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而当你开始着手写论文的时候，就

需要遵循“宁小勿大”这样的一个原则。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这个主



题太小了，写不了，写不出来，字数达不到。现在本科毕业论文是

8000字，研究生论文是3万字，博士论文是12万字。有很多同学说，我

如果主题太小了，字数就达不到。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

的思考和研究已经到位了，字数根本就不成问题。对问题的思考真的

成熟到了可以动手写作的程度，你刹都刹不住，反而是要考虑删字数

的问题，而不是增字数的问题。“宁小勿大”也可以叫“口小肚

大”，也就是切入点要小，进入了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在你的这个主

题上会存在大量的、属于不同层次和不同分支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一

个比较小的口子切入，进入一个比较大的背后的问题（群）中去，这

完全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论文探讨的一些新的主题，

如现在很火的人工智能（AI）。你要研究机器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接

触了中文世界的既有成果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新的法律问题

可说了。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你会发现，从这个口子切入涉及的法

律问题并不新，它涉及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基础性的、比较大的法律问

题，那就是“法律主体地位”的概念问题。作为法律主体，它需要符

合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法律主体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材

料，很多传统的法学书籍都有所涉及。所以某些主题有的时候看上去

比较小，但可能它背后的东西却很大。

第二是“清”。“清”当然指的是清晰。你要研究什么主题一定

要非常清晰。不仅你想得要清晰，你表达得也要清晰。比如说，我看

一篇论文的时候，先看什么？看标题。标题能够反映你的思考。有时

候我看到的论文标题与论文的主题之间找不出任何的关联。有时候可

能论文的主要部分写得还是不错的，但你一看他的标题，基本上就没

有什么阅读的兴趣了。陈（夏红）老师坐在这儿，不知道他是怎么用

稿的，因为我们的很多刊物，投稿量都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甚至数

以万计。初审一篇论文很可能只需要三秒钟或者五秒钟，这主要看的



就是标题，有时也会扫一遍摘要，如果你没有把你论文的主要信息、

论文主题反映在标题和摘要里，那肯定很快就被pass掉了。除标题之

外，“引言”部分也得清晰，“引言”部分我也比较看重。它是你切

入文章主体的导管，是所谓的凤头，凤头猪肚豹尾，凤头的这个部分

非常重要。一个写论文的高手，在引言部分三言两语就会交代清楚，

这篇论文要处理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论文将如何展开，

这部分不需要太长，它只需要具备几个要素，不要在这个部分云山雾

罩一堆，这很容易让读者迷失在里面，让读者不知道你究竟要干什

么！比如，我曾经有一个师弟写了一篇论文。这位师弟非常优秀，会

拉丁语，写的是希腊化时代的斯多葛的辩证法哲学。但我一看他写的

引言部分，我就跟他说不行，因为他一上来就开始绕，先说了一堆中

国的事，然后又绕到德国，说了一堆德国的事，接着又说罗马的事，

最后才到希腊化时代。我跟他说，你这个处理方式不行，学术论文需

要的是干脆利落，单刀直入，直接交代出你的问题就可以了。

第三是“新”。我们现在整天说创新，论文要写出新意来。在我

看来，一篇论文的“新”体现在三个方面，如果能够做到其中一个，

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已经达到了创新的要求。其一是“论题新”。

这是最直接的新，也许你写作的主题是社会新产生的某种现象、某个

新兴的领域。这意味着，在这一方面前人论述得不多。比如说，我们

现在推进的各种司法改革，中间出现了一些新举措，以前没有。那么

对论题新的论文而言，会有一个便宜可占，也就是因为前人说得少，

所以这个主题你可能先写了，抢先写了，那你的论文可能就会成为后

续研究绕不过去的文献。其二是“视角新”。旧的主题可以从新的角

度切入。这就像同一道菜，用不同的方法，炒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

的。研究的材料还是这一堆，但是如果我们提供一个新的、不同于前

人的角度，也可以写出新意来。其三是“材料新”，这个可能与一些



特定的主题相关。比如，对于中华法系的研究，现在出土了一堆新的

考古文献，如以前的睡虎地秦简出土了，然后我们借助于新材料研究

旧主题，对新提出的一些论点提供佐证，或者对基于旧材料的旧主张

进行反驳。这里的“材料新”也包括相对的材料新。也就是说，可能

这些材料以前就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关注过。比如说，对于某一个问

题，以前的学者基本上囿于中文的材料，或者英语的材料。现在可能

对于同一个问题，你发现了其他小语种的材料，德语、法语、意大利

语、西班牙语，它们对这个问题有自己不同的论述，你借助于这些语

言资料来论述，当然也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东西。

这就是我说的主题。当然，主题只是一个研究的领域，它还没有

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要从主题中提炼出来的，论文的主题必须以问

题的形式提出来。论文是解决问题的，所以论文首先要提出问题。我

们在处理一个主题的时候，可能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比如，都是研究

法律推理这个主题，但是我和你所发现的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比

如，我可能关注的是法律推理的独特性问题，法律推理是法律领域所

独有的推理形式吗？这是我的问题。而你关注的点可能是法律推理的

具体应用，如法律推理的应用过程是不是真的像传统学说所讲的那

样，能够做到逻辑严谨和分明了？这是你的问题。问题是牵引你去写

这篇论文时的提纲挈领的抓手。对于写学术论文而言，要争取一篇文

章只提出一个问题，只解决一个问题。当然，问题和问题之间会存在

着各种各样的关联，特别是在同一个主题内部，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

会发现，这个问题关联着另一个问题，这当然有可能。但是作为一篇

符合规范性要求的论文，特别是有字数限制的论文而言，你不需要雄

心太大，能够把其中的一个问题说清楚，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至于其他的问题留到以后研究再去做。所以写一篇论文，用比较极端

的话来说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说过写论文不是写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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