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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学学科立项情况盘点（一）

中国政法大学以259项立项领跑

浙江大学举办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研讨会

学科建设必须秉持规范思维

  日前， 浙江大学主办， 浙

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浙江大学

纪检监察机构办公室、 浙江大

学纪检监察研究中心共同承办

的“浙江大学纪检监察学科建

设研讨会” 在浙江大学紫金港

校区举行。 与会专家学者表

示， 浙江大学纪检监察学科的

建设， 将为我国纪检监察事业

的发展贡献更多更好的浙大智

慧。

北京师范大学 G20 反腐

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陈雷研究

员作主旨报告。 他认为， 纪检

监察学科建立在法学的基础上

但又不完全等于法学， 还与党

内法规、 党风廉政建设、 公共

管理、 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息

息相关。 同时， 纪检监察学科

涉及审查、 调查、 询问、 谈话

等， 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学科。

在课程设置上要采用“基础学

科+专业学科” 模式， 在教材

选择上要结合已有学科基础，

建设独立的教材， 在老师选聘

上要同实务界有更多联系， 同

时要以提高纪检监察干部业务

素质为目的。

复旦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

执行院长刘志刚教授认为， 纪

检监察学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交叉学科而是独立的一级学

科， 知识跨度大， 同时目前的

纪检监察原理难以统合所有二

级学科， 学科建设难度高。

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

院常务副院长章志远教授介绍

了华东政法大学的纪检监察学

科发展历程， 指出了学科发展

要把握政治性与学术性、 继承

与发展、 教师学生与实务部门

三组关系。 （朱非 整理）

  近日， 由北京大学宪法实

施研究中心主办的“法律草案

合宪性审查研究小组第一次会

议” 召开。 与会学者对近期征

求意见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

《学前教育法》 《矿产资源法》

草案中的合宪性、 涉宪性问题

以及立法过程中存在争议的其

他问题进行集中讨论， 形成了

具有共识性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

锌介绍了北大宪法实施研究中

心的设立和发展历程， 对建立

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研究小组

的工作机制给予高度评价， 并

对这一机制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 促进立法中的公众参与、

提升立法质量、 积极回应宪法

实践的工作前景做展望。

北京大学宪法实施研究中

心主任张翔教授对建立法律草

案合宪性审查研究小组工作机

制的背景做了简要说明。 他提

出， 在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立

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的制度

背景下， 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

研究小组的工作目标在于积极

回应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建

设， 建立宪法实践与宪法学术

的良性互动， 组织学术力量集

中研究法律草案中的合宪性、

涉宪性问题， 积极回应社会公

众对宪法问题的关切， 为我国

合宪性审查以及宪法全面实施

的各项工作贡献学术力量。

（朱非 整理）

“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研究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探讨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涉宪性问题
培育法学与科学兼备复合型人才

中国政法大学与复旦大学签约

合作共建法庭科学学科

  近日， 中国政法大学与复

旦大学合作共建法庭科学学科

签约仪式在中政大海淀校区举

行。 双方针对合作共建法庭科

学学科， 围绕科学研究、 人才

培养、 社会服务、 国际合作等

开展交流研讨。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

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程、 学科

建设、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 并重点介绍了学校

证据科学研究院的基本情况。

他指出， 复旦大学在国内率先

打造法庭科学研究院， 充分显

示了对标时代需要、 服务国家

战略的责任担当。 他表示， 此

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两校精诚

合作的开端， 希望双方围绕法

庭科学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司法鉴定、 能力验

证等开展深入合作， 共同培育

集法学智慧与科学素养于一体

的复合型人才， 为国家法治与

科技的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

明指出， 此次顺利签署协议，

标志着两校在法庭科学领域的

合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是

两校锚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

标、 探索建设新兴交叉学科的

生动实践。 他强调， 以此签约

为起点， 学校将加强战略合作

力度， 认真落实战略合作协议有

关内容； 拓展战略合作的维度，

动态完善更加广泛、 全面、 深入

的合作体系； 确保战略合作的效

度， 在学科交叉融合、 资源共享

互鉴、 平台互利共赢中， 推进两

校“双一流” 建设更高质量、 更

高水平发展， 共同为国家法庭科

学学科建设注入新活力、 新动

能， 为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公正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与智力支

撑。

复旦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

院士金力表示， 法庭科学是复旦

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推进“双一

流” 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 复旦大学有责任有义务也有

能力主动适应法庭科学发展新要

求， 顺应大势， 精准发力， 将法

庭科学提升至具有建制化、 独立

化、 专业化的研究高度。 未来，

两校的合作将不仅仅体现在科学

研究方面， 还将在学科建设、 人

才培养、 国际交流等领域全面推

进， 相互支持、 相互促进， 取得

共赢发展。

（朱非 整理）

  日前， 记者从中国政法大

学法治科学计量与评价中心了

解到，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

库共收录了 1991 年以来的立

项数据。 1991-2023 年法学学

科的立项数量为 5622 项， 共

涉及近 500 所高校和科研院

所。

其中， 法学传统“五院”

高校 （即中国政法大学、 西南

政法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大

学 ） 立项数占总数的 16.3%，

中国政法大学以 259 项立项数

占据榜首， 西南政法大学近五

年重点项目立项 9 项， 为“五

院” 之首。

中国政法大学

近两年立项爆发增长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科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1991-2023

年 ） 共 259 项。 2004 年立项

数量首次达到两位数 （ 10

项 ）， 2022 年和 2023 年爆发

式增长至 24 项。 近五年来，

法学重点项目立项共 6 项， 分

别涉及知识产权法学 （2019

年 ）、 法理学 （2020 年 ）、 社

会法学 （2020 年 ） 经济法学

（2023 年） 和法律史学 （2023

年） 等法学学科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政法

大学法学青年项目立项数据表

现喜人， 从 2019 年起逐年上

升， 至 2023 年， 年增长率达

68.2%。

西南政法大学

近10年年均立项13项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科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1991-2023

年 ） 共 221 项。 2010 年首次

增至两位数 （11 项）， 从 2012

年起一直保持两位数的立项数

量， 并于 2021 年与 2023 年达

到最高 （16 项 ）， 最近 10 年

平均每年立项 13 项。

近五年来， 法学重点项目

立项共 9 项， 位于“五院” 之

首。 刑法学领域相关项目自

2019 年起连续三年获得立项，

法理学及经济法学领域相关项

目均获 2 项立项。 此外， 知识

产权法学领域获 1 项立项。

西南政法大学一般项目在

2010-2023 年整体呈波动上升

趋势 ， 从 2010 年的 7 项至

2022 年的 12 项 ， 年均增长

4.59%， 其中 2020-2022 年增

长趋势最为明显， 年均增幅高

达 73.21%， 是十余年来增长

速度最快的时段。

华东政法大学

2016年立项突破20项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科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1991-2023

年） 共 211 项。 2008-2011 年

历年数量直线式上升， 并于

2011 年达到 16 项； 2016 年首

次突破 20 项， 创历史新高；

2017-2023 年表现较为平稳，

立项数量在 6-13 项之间。

近五年来， 法学重点项目

立项共 3 项 ， 2019 年-2021

年各 1 项， 分别涉及国际法

学、 知识产权法学和行政法学

领域。

自 2014 年开始至 2020

年， 华东政法大学一般项目数

量均多于青年项目， 但 2021

年和 2022 年开始出现了青年

项目数量高于一般项目的现

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去年立项增至14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

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991-

2023 年 ） 共 135 项。 2017 年

再次增长至 10 项， 2022 年首

次达到 11 项， 2023 年增长至

最大值 （14 项）。

近五年来， 法学重点项目

立项共 4 项。 其中， 2021 年

立项 3 项， 分别涉及民事诉讼

法学、 法理学、 社会法学和民

法学领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般项

目和青年项目整体均呈上升趋

势， 其中一般项目 2021-2023

年增长趋势最为明显， 年均增

长 183% ； 青年项目 2019 -

2023 年增长趋势明显， 年均

增长 41.42%。

西北政法大学

2017及2018年立项最多

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学科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 （1991-2023 年 ）

共 93 项。 2017 年和 2018 年达

到最大值， 均立项 8 项； 2019-

2023 年立项数量在 3-4 项之间。

2014 年获得过 1 项重点项目立

项。

西北政法大学一般项目

2016-2018 年增长最为明显， 年

均增长达到 100%； 2019 年仅立

项 1 项， 2020-2023 年呈增长趋

势， 年均增长 26%。

国家社科基金是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资助项目， 旨

在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促进

学术发展和创新 。 该项目自

1986 年设立， 由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室负责管理。 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管理遵循科学化、

规范化的原则， 强调公平竞争和

择优立项， 特别关注青年研究者

和边远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 项

目分为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和青

年项目等， 每年评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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