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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继承性和创新性是科学研究的两大基本特征，无论是理工医农等技术科学，还是人文艺术等社会科学
，皆是如此。
而引证作为一项重要的科学文献指标，一方面反映了该科学文献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又通过标准量
化的科学文献规范为后来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创新扩散的传播便利。
基于此，引文分析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评价工具迅速发展起来。
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于1955年创立了系统的引文索引理论①，1972年他又把引文索引工具引入到期
刊评价②，从而为客观评价作者、期刊、论文这三个最重要的科学研究要素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研究工
具。
在法学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开始用这一研究工具来分析学科的发展，如苏力利用CSSCI被引数据，分
析了当前法学研究领域的高被引作者的著述情况③；凌斌则对中国法学的整体引证（核心作者群、各
部门法）进行了概述，并指出了中国法学引证权威引证等问题④；成凡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于中国法
学研究对外部学科知识的引证情况，并认为法学论文引证的数量竞争已经开始，而质量竞争尚未发展
⑤。
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利用了CSSCI这一引证数据库，而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另一大引文数据
库CNKI则末加关注；在这些研究中，引文分析常检验的对象：学者、期刊、学术机构也都进行了分
析，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反映学术思想，通过学术影响社会发展变革的最终学术产品——“学术论文
”，在法学学术领域缺乏深入的统计与分析。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试图结合两大引用数据库CSSCI和CNKI、两大文摘数据库《新华文摘》和《复
印报刊资料》，采用被引用和被转载两项指标，深入挖掘反映法学学科学术影响力的高被引论文，力
图通过客观的定量数据分析，纵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学的研究焦点，为今后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形
成一个可供共同讨论的基本文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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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两大引用数据库CSSI和CNKI、两大文摘数据库《新华文摘》和《复印报刊资料》，采用被引
用和被转载两项指标，深入挖掘反映法学学科学术影响力的高被引论文，力图通过客观的定量数据分
析，纵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学的研究焦点，为今后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形成一个可供共同讨论的基
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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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刑法的价值构造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20世纪民法
回顾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物权法基本范畴及主要制度的反思程序正义论——从
刑事审判角度的分析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
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论不动产物权登记惩罚性赔偿研究经济审判方式改革
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治道路初探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的当代发展——兼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构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法治是什么——渊源
、规诫与价值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
反思性检讨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论信用权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市民社会与市民法—
—民法的调整对象研究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
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秋菊打官司》
案、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论行政强制执行中国农
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从功能法的角度看民事规范的类型与立法释法方向民事
再审程序改造论依法行政论纲试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WTO、劳工标准与劳工权益保障程序公
正的理念及其实现民主+宪政一理想的政制——比较宪政国际讨论会热点述评客观真实管见——兼论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物权法应选取的结构原则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董事会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
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附录　论文按专业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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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程序的意义　　季卫东一、序言：作为制度化基石的程序英国，1687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法则
，其结果导致了以力学为基础的产业革命。
2年后，议会颁布《权利法案》和信教自由令，限制王权、规定王权继承程序、确立立法的至高无上
性。
与产业发展相配合的组织和制度也陆续完备起来，例如，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又过了4年，股票
交易所在伦敦创设。
而在中国，1687这一年，孟子庙落成于邹县，主张民贵君轻的“亚圣”被置于治道的守护神的地位。
也是两年后，《大清会典》完成，重新认可强化君权的非常申诉（“登闻鼓”）之制。
与宫廷体面相配合的大规模土木工程也不一而足，例如，1695年，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太和殿甫告竣工
，不久又开始营造极尽奢华的圆明园。
至1709年宁波、绍兴等地的商船贩米活动才终于得到官府的许可。
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形下工商业发展的组织、制度条件当然极其匮乏。
一个多世纪之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其结果是我国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此后居庙堂之高的大人们不能不从兵工文化的角度来认真考虑西方的挑战。
但是对于保障器物技术发展的法律制的重要性，依然普遍认识不足。
比较中日两国在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当时的我国同样，日本
也力求保持政治上的安定和连续性；但又与我国不同，日本自始至终非常注意适时立与经济发展配套
的新型组织和制度。
两国的差距固然取决于很多原因，但无论如何，我国一味强调经济技先行而轻视制度层面的革故鼎新
的偏向，以及后来革命时期一味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激变而轻视点点滴的制度建设的偏向，可以
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照表1所罗列的产业化和制度化的重大事件可以发现，在兴产殖业方面我国与日本可以说是同时起
步，重要的经济发展进程先后差距不过数年之内而已。
然则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一般比日本落后大约30年上下。
况且1898年以后清政府所颁布的“奖励工艺”的各种章程措施也多流于形式、了无实效。
又到了一个世纪之交的关口。
1992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这是顺应时势
和民意的重大决断。
然而，我们能否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呢？
在有了长期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之后，我们能否把握时机建立起一整套合理而公正的制度呢？
事关国运，不可不做亡羊补牢或者未雨绸缪的研析应对。
我国并非没有市场经济和契约精神的传统。
实际上，在帝制之下基本不存在世袭的固定的身份制度，从生业选择到土地的买卖、租赁，经济活动
的广大领域至少在形式上取决于个人间的自愿的契约关系。
然而，由于一直不具备适应市场自由竞争的组织一制度条件，不能形成均衡的、可预测的机制、这种
无规范的讨价还价只能产生类似韦伯所说的那种既缺乏伦理自觉、又缺乏职业尊严、且极具铤而走险
之心的“贱民资本主义”。
为了减轻竞争的残酷性和风险性，商贾在获利之后往往倾向于购田置产、变成地主，或者捐官买爵、
混淆仕商。
基于经济竞争不安定性的危机感与传统的伦理观结合在一起，形成、进而强化了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
及意识形态。
在投机性营利的乱局之中，庶民为求安全保障，便通过血缘或地缘的社会团体形成了连环保证的“承
包秩序”。
其结果，我国历史上尽管“封建性”身份关系比较薄弱，但相互扶助、连带责任的“封建性”利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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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关系却无所不在；尽管早就有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动，但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体系却得不到发展，
合理性的资本经营方式更无从生根。
现在我们要推行市场体制，当然绝不是要回归到上述经济模式。
但是不能不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却是以个人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尚未摆脱
传统的经济秩序的窠臼。
首先当然要肯定，承包责任制打破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条条专政”，激发了基层的活力，在农村和
企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同时也要看到，一个“包”字遮盖了事物的发展过程，只问结果、不计手段和方式，并不具备制度建
设的优势，更何谈“包医百病”呢？
目前引起广泛讨论的所谓“诸侯经济”、“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等问题正好表明：承包责任制的局
限已经显然，该适时提出合理的制度创新的课题了。
否则，我们将无从走出四十年来放权与收权循环不已的动态迷宫。
　 实际上，许多改革的实际工作者、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乃至哲学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意
识到目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法律体系合理化的关键意义。
但是迄今为止，对于建立什么样的法制以及怎样去实现这一目标等重大问题，意见仍然很不一致，有
些场合甚至连问题之所在也如坠五里雾中。
对于社会变革时期推行法治的深刻两难，例如法律的规范强制性与认知调适性、法律关系的组织化与
自由化、守法与变法、法律的效用期待与负荷能力等一系列的矛盾，也缺乏必要的剖析处置。
基于现实的急切需求而正在大力移植或创制的新法规，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功能前提条件之后才能顺
利运作，其实际效果还将取决于各种法律措施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整合。
立法技术的改进也迫在眉睫。
民事诉讼第一审受理案件数逐年递增，法院在现有条件下已感觉力难从心。
律师供不应求，但在资格授予上采取“放低门槛”的政策又不免滥竽充数之忧。
法制建设的确是百端待举、头绪纷纭。
那么，从何处着手才能纲举目张呢？
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社会改革的权势精英（power elite）集团一般都把立宪工作放在首位。
因为这既是自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e）以来西方诸国建立资本主义法治秩序的传统路数，也比较适
合自上而下贯彻国家意志的现实需要。
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　 第一，西方是在有城邦自治（political—military autonomy）、教会抗衡、商
人造反（the marchant as rebel）等历史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宪法原则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主权妥协的结
果。
但是在非西方社会，所谓“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中其实存在着一种暗默的前提：被变革的对象不是国
家行使权威的机会结构，而是民众的传统行为方式。
无怪乎，尽管“开发行政（develop—mental administration）”的病态扩张长驱直人，而许多颇具自由
主义激进色彩的知识分子也能宽恕为怀；其原因概由此而起。
所以，在这里宪法的基础不是社会契约的精神，而只能是国家机关自我限制的统治良心和反思理性。
因此，怎样才能使国家机关确定一套公正合理的办事程序的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
第二，宪法被认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规范效力的金字塔形体系中的顶端。
但是就其实质意义而言，宪法也不妨理解为关于制定规范的规范形态：因此其重点可以移到确立关于
法律变更的选择方式上来，而不必成为法规序列中的特定典章。
换言之，立宪不等于起草一份最高纲领，而是建立一个可变而又可控的法律再生产的有机结构
（constitution）。
正是由于这个道理，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s）。
按照W?道格拉斯的有权解释，“公正程序乃是‘正当过程’的首要含义。
”美国宪法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互相监督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分权体制上，各个权力之间的
关系的协调更主要是通过程序进行的。
如果把美国宪法发展史看作“自由的行进过程”的话，那么著名大法官F?福兰克弗特的这一命题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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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记取：“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
”比较而言，中国宪政研究多注重国体政体、权利义务等实体部分，而于程序问题则不免有轻视之嫌
。
从中国现行宪法条文上看，需要改进之处的确不在少数，但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性宣言倒未见得
与西方的章句相去多远。
问题在于，这些权利义务根据什么标准和由谁来确定、对于侵权行为在什么场合以及按照什么方式进
行追究的程序规定（包括程序法的各项具体内容和实体法中的程序性配件，以下笼而统之简称“程序
要件”）却一直残缺不全。
至于超法的政治问题这里姑且存而不论。
仅就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而言，其实既不必强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无本无源的自然法信仰，也
不必援引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甚至毋须正当化的复杂论证，只要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权利（哪怕它
们只是差强人意而已）得到切实施行也就可以额手称庆、进而可以“俟河清之有日”了。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来说，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
很难断定中国法学家中不曾有人对程序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
早在本世纪初，沈家本等人就引用“西人之言”指出过：“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
，即良民亦罹其害。
”他们还强调：“刑事诉讼虽无专书，然其规程尚互见于刑律。
独至民事诉讼因无整齐划一之规，易为百弊丛生之府。
若不速定专律，曲防事制，政平讼理，未必可期司法前途不无阻碍。
”程序法当然远不能涵盖本文所考虑的程序之内容。
不过，沈家本们关于程序法的见解与传统观念相比已有革命性的变化，并且触及了中国法制的症结。
当今法学的进步与那个时代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程序法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关于程序法的解释学研究也已有一定的积累。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近几十年已经发表的著述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对程序正义和程
序合理性的特殊关注。
更遑论有体系的思考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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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学高影响论文评介》：基于主流学术信息公开数据的分析追踪法学研究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把
握未来学科发展的创新方向尽在中国法学高影响力论文法学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在加强学
术传统建设的基础环境下，其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将呈现出学术创新的多种可能。
在今后十年中国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社会关系调整日益变动的大背景下，只有经济学、管理学、信息
科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进入，才有可能带来中国法学内在
质的真正提升和学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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