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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荣根，笔名耘耕，男，汉族，1943年1月生，浙江省诸暨市人，法学硕士，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1962 -1967年，就读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79年考取西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生，1982年
毕业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通过论文答辩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2-1997年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原西南政法学院）。
期间，1986年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1年任教授。

1993年起历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部主任、副校长、校党委常委等。

1997 年11月调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一副主任（常
务）、《改革》杂志社社长，兼任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政
府科技顾问团顾问、委员并社会科学组组长、重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

1998年任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01年11月当选为中共重庆市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

2002年12月当选为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2003年1月召开的二届一次市人代会上选任为
市人大常委（驻会），并任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要学术兼职：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中
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儒学
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以及重庆市法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计划与发展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名人
事业促进会副会长、重庆市渝浙经济促进会会长等。

人生格言：六十岁以前--人能弘道，道法自然；六十岁以后--完善自我，学会放弃。

主要荣誉和获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3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4年）、司
法部直属高校先进教师（1994年）、重庆市先进工作者（1995年）、重庆市首批学术带头人（法学、
法律史学，2002年）。

获奖情况：
1、省部级一等奖四项：
《儒家法思想通论》（专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1994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六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道统与法统》（专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01年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羌族习惯法》（合著、主编），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1版，2003年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法律思想史简编》（上、下）（教材，执行副主编，主要撰稿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1版，获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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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部级二等奖四项：
《孔子法律思想探微》（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3年第4期，1984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
一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儒家法思想通论》（专著），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
奖。

《通过重点学科建设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合作，项目实施人），1997年获四川省人民政
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999年获重
庆市人民政府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3、省部级三等奖九项：
《孔子的法律思想》（合著），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版，1988年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二次社会科学优
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儒家伦理法批判》（论文），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1992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合著，主要撰稿人之一），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版，1994年获重庆市人
民政府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科教兴渝战略及其实施方案研究》（科研报告，主持人、主研人），1999年重庆市市级软科学项目
，2001年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合川市暨重庆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科研报告，主持人、主研人），2000年重庆市市级软
科学项目，2001年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该成果同时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二次社
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重庆市人口可持续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科研报告，主持人、主研人），重庆市市级软科学项目
，2001年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三等奖；该成果同时于2001年12月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颁发
的中国发展研究奖三等奖。

《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主编、主要撰稿人），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2003年获司法部优秀教
材三等奖。

4、2002年10月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评奖中，俞荣根在九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
关于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九届全国政协的五年中，共有提
案5000多项，其中仅有200项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

主要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
1、自1979年起，在国内外学界率先从法思想的角度系统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
1982年以《孔子法律思想探微》一文获法学硕士学位，庚即与导师杨景凡先生一起于1983年共同完成
《论孔子》一书，又于1984年合作出版了《孔子的法律思想》。
此后，继续扩展和深入，于1992年独立完成54万余字的《儒家法思想通论》，1998年又修订再版。
1995年撰写了《儒言治世》，1999年出版了《道统与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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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1985年起，作为主研人员之一，参加李光灿、张国华二位前辈学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的工作，并担任其中第二卷（春秋战国秦代卷）的副主编。
该卷于1991年完成，1994年出版。

3、 1993年至1995年，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任
主编将研究成果编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丛书一套共四种于1997年出版，其中独立撰写的《
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一书，系学界第一本非论文集形式的系统研究毛泽东法思想和
法实践的专著。

4、1993年起，策划、启动了大型项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得到了司法部、国家民委、四
川省民委，以及云、贵、川有关高校的支持。
1994年以《羌族习惯法》作为试写卷实施该项目。
司法部将"羌族习惯法研究"列为重点项目，西南政法学院也给予经费等方面的有力支持。
夏天，率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羌族习惯法"调查队赴茂县、汶川、理县、北川进行了为期一个
月的实地调研，搜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
随后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在2000年出版了《羌族习惯法》一书。

5、自1983年开始涉足文化和法文化研究领域，在国内外高校和重庆市举办的学术论坛上作过多次有关
文化问题的学术讲座。
1987年在硕士研究生中开设"文化与法文化"的选修课，2003年，将这方面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成果集结出
版了《文化与法文化》一书。

6、自1981年起为西南政法学院的各届本科生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为自考生讲授《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律思想史》等。
应邀赴四川大学、汕头大学等高校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刑法史》等课程。

1985 年协助杨景凡先生带培硕士研究生。
1986年聘任为西南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至2000年，共带培法学硕士生21名，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在此期间，为法律史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
以及中国法律史的相关专题课、选修课等，并为法学博士生讲授法学前沿研究专题。

7、作为主要撰稿人参与全国法律自考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编写（1986-1988年），作为执行副
主编协助主编杨景凡教授编写《中国法律思想史简编（上、下）》（1987-1988年），主编司法部教材
编辑部审定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2000年）。

8、策划组织并主编法律出版社《法治之路》丛书，已出版《从法制到法治》（程燎原著）、《东亚
法治的历史与理念》（韩大元著）、《宪法更上法治之本》（朱福惠著）、《具体的法治》（贺卫芳
著）四种。

9、 1986年策划"陪都法制"研究项目。
为支持和配合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写《法院志》，组织力量查阅了有关"陪都法制"的大量档案和文
献资料。
后又借去台湾和日本从事学术活动之便，搜集了一批珍贵资料。
1989年2月15日向"中国法制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提交这一课目的资料搜集、整理情况的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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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议。
1993年9月10日向"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提纲》。
为完成该项目，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要在重庆，以及去南京和台湾进一步搜集资料、访问有关
人士。

10、1995年应邀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协力科访问讲学。
1997年应邀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访问讲学。
1994年、2001年、2003年三次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
1998年-2000年，作为中方的课题主持人之一与日本关西地区的专家合作开展日本关西地区与重庆市经
济协作问题研究。
2000年-2001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丹麦人权研究中心合作的"21世纪的人权保护与反酷
刑"课题研究，并主持完成了其中的子项目研究任务。

11、1997年11月-2003年2月，在重庆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策划并组织实施了一批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密切关联的经济、法律、社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项目。
其中，作为主编和主研人员完成了《重庆蓝皮书·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998年、1999年、2000
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各卷，以及《重庆蓝皮书前沿研究系列·挑战与回应-来自学者的报告
》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各卷；作为常务副主编主持完成了《重庆经济年鉴》2001
年卷和 2002年卷；作为重庆方的主编，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了大型文献《巴蜀文化图典》；
主持并共同主编出版了《当代重庆简史》；主持完成了重庆市软科学项目、具有开篇意义的重庆市区
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报告，并共同主编了《重庆市区域创新能力评价》2002卷。

主要论著目录
1979年以来，共出版著作13种，其中独著5种，编著教材7种，工具书3种，译著1种，主编法学丛书2套
，综合类系列丛书3套，发表论文200多篇。

1、主要著作（法学类）
《论孔子》，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4月印行，16万字，与杨景凡教授合著。

《孔子的法律思想》，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13.7万字地，与杨景凡教授合著。

《中华法苑四千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42.5万字，与倪正茂、郑秦、曹培合著。

《儒家法思想通论》，独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53.7万字。

《中国法律思想史·春秋战国秦代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本人撰稿19万字，
任全书编委、本卷副主编(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

《儒言治世--儒学的治国之术》，独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12万字。

《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独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9.5万。

《儒家法思想通论》(修订本)，独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修订再版，55.3万字。

《道统与法统》，独著，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39万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统与法统>>

《羌族习惯法》，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49.5万字课题主持人、主编、主要撰稿人。

《文化与法文化》，独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30.6万字。

2、主要教材（法学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简编》（上、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执行副主编，主
要撰稿人。

《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主要撰稿人。
全国法律专业自考教材。

《中国法律思想史指要》，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1版，主编、主要撰稿人。

《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31.9万字，主编、主要撰稿人。
司法部教材编辑部审定教材。

3、主要工具书（法学）
《国学通览》，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合撰法学部分共七章，独撰简牍学。

《中国法律史研究在日本》，重庆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84.5万字，与胡攀、俞江合编。

4、主要论文（1998-2003年）
《依法治国，依法治市》，重庆日报1998年9月16日，独著。

《天理、国法、人情的冲突与整合》，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4期，独著。

《儒学及其在中国经济、法制发展中的价值》，载《法律史论丛》第4辑，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年8月第1版，独著。

《民权：从民本到民主的接转--兼论儒家法文化的现代化》，学习与探索1999年1期，独著。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形式--从"工具型"到"体制型"》，法学1999年第1期，两人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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