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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实践路径

马怀德  王志永*

摘  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养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应厘清发展思路，创新改革举措，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组法学学

科门类，完善法学学科体系；拓展法学一级学科，扩充法学知识容量；重构法学二级学科，优化法学学

科结构；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促进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为法学学科繁荣发展创造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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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剖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学科设置与社会脱节，学科体系尚不健全，新兴交叉学科建设亟待加强等。

他指出，创新发展和完善学科体系对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至关重要，并对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提出了殷切期待。〔1〕2017年5月3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特别针对法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学科结构不尽合理、学科体系不尽完

善、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有待加强、知识容量有待扩充等问题，提出要加快构建契合中国国

情、体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为我国法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和知识储备，为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思想引领和智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从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提升国

家发展实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增强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高度，指明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方向。

法学学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法治人才、产出学术成果、造就学术大师、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健全和完善法学学科体系，是法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之基，是培养和造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成事之要。因此，法学学科体系研究一直以来颇受法学

界的重视，学术成果也较为丰硕，涵盖法学学科领域划分、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学科方向拓展以及二级学

科优化调整等方面。然而，囿于现行研究生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以下简称“学科目录”）框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网，2016年5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

28361421.html，最新访问日期：2021年4月25日。

					*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王志永，中国政法大学副研究员。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0ZDA2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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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法学学科的层次结构，对法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只能是在原来学科构造基础上小修小补。诞生于改

革开放之初，与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法学学科体系，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已经不能

完全适应。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应契合法治实践的时代需求，从整体上对学科结构进行重构。本文

以此为逻辑进路，试图探究和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重构的目标愿景，探析与解读法学学

科体系重构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与寻求法学学科体系重构的实施路径。

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目标愿景

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中，学科体系对知识理论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新时代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要立足于服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加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总结70年来法治实践和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为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述学立论、资政育

才，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学理支撑、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一）立言：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建设

学科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是学科的命脉，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发现和创新，“以知识生产为指向，

以知识创新为指归是学科发展永恒的追求”〔2〕。法学学科作为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

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3〕肩负着法学思想更新、法学理论革新和法学方法创新的法学

知识体系发展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坚持把全面依

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4〕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然而，肇端于前苏联法学教育模式、深受英美法学影响的中国法学学科体系，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契合度尚待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

国政法大学时强调，高校“要充分利用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加强法治及其相关领域基础性问题的

研究，对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作出科学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5〕。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加强法学学科建设、开展法学学

术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必须以创新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核心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系统梳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理论渊源、文化底蕴，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领导

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深入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标识性概念、重大命题、核心观点，着

力解决“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发展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治理论体系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和扎实的理论储备。

（二）资政：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 － 2025年）》，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

新理念新思想，描绘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新征程。当下

〔2〕	 	翟亚军：《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3〕	 	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4〕	 	参见莫纪宏、翟国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发展》，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7版。

〔5〕	 	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载新华网，2017年5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03/c_1120913310.

htm，最新访问日期：202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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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建设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深层次矛盾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严

峻形势，如何有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以及人民群众“信访不信

法”、公平正义感缺失等问题，妥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公共卫生安全、人工智能应用、个人信息

保护、国家战略安全等问题，既是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必须要克服和战胜的困难，也是法学学科体系建

设中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可照搬的

国外经验，必须从中国最大的国情和当下的法治实践出发，直面法治国家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

题，深入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源，明确解决路径，提出解决方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针对哲

学社会科学在新形势下承担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

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时代呼唤，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6〕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就是要从研究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出发，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

深入系统研究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等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核心任务，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法治实践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及时跟进研究数字经

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重点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重大现实问题，为实现全面依法

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中国

方案为全球法治建设作出贡献。

（三）育才：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

健全和完善的学科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学科体系不完善，与社会发展相脱节，也就难以培养出

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人才培养与知识之间从来不曾分离，人

才的几乎所有素质和能力都是通过知识活动培养的。”〔7〕法学学科以培养精通法律规则、具备法律职业技

能和法治实施能力的法治人才为核心任务，法学学科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对法治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是法治中国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组织保障和

人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

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8〕。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培养德法

兼修、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要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克服当前因学科分

类导致的法学人才知识面宽广不够、创新不够，法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重专业、轻思想政治素养等问

题。为此，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要注重法学学科之间以及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融合发展，扩充法学学科知识面和知识体量，实现法治人才培养的多学科共同参与；要打破理论教学和

法治实践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务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入法治人才培养，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学

教育全过程，实现理论知识培养与实践能力提升相结合，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贯通，培养具有扎实的

法学知识功底、熟练的法律应用能力、深厚的思想道德素养、崇高法治信仰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归根结

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核心要义就是培养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

〔6〕	 	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网，2016年5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

c1024-28361421.html，最新访问日期：2021年4月25日。

〔7〕	 	别敦荣：《论大学学科概念》，载《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9期，第2页。

〔8〕	 	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载新华网，2017年5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03/c_1120913310.

htm，最新访问时间：202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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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既是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特色之处，也是根本目的所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但我

国作为现行国际规则适应者、接受者的角色还没有根本改变，〔9〕这与当前我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无法满

足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使命有关。〔10〕对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

伍。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

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保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因此，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要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要求和涉外法治工作需要，通过优化国际法学

学科结构，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深厚家国情怀、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

律事务、善于维护国家利益、勇于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的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

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现实困境

“学科分类是学科划分的依据，也是学科体系形成的逻辑线索。”	〔11〕作为学科分类具象呈现的学科目

录，既是学科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也是学科分化和融合发展无法逾越的“知识管理秩序”。学科目录广

泛适用于学位授权审核、学位点合格评估、研究生招生与培养、教育分类统计等高等教育领域，是高校、

科研机构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其作为“一个对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

科研方向和人才培养具有最根本、最实质性影响的学科规范”〔12〕，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

重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迄今为止，我国共发布过五版学科目录：（1）最早的学科目录是1983年公布实施的《高等学校和科

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法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学科门类，涵盖法学、

政治学、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社会学、民族学5个一级学科，法学一级学科下设置13个二级学科：法学理

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国际经济法、国

际法。（2）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对《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

（试行草案）》进行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公布了第二个学科目录，即《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学科、专业目录》。在该学科目录中，法学学科门类下设置法学、政治学、国际政治、社会学、民族学5个一

级学科，法学一级学科下设置16个二级学科，与1983年版学科目录相比，增加了国际私法、军事法学2个

二级学科和科技法学1个“试办学科”〔13〕。（3）1997年公布实施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学科、专业目录》是最后一个仍然保留二级学科的学科目录。在该学科目录中，法学学科门类下设置法

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6个一级学科，法学一级学科下设置10个二级学科，

与1990年版学科目录相比，法学二级学科的数量大幅减少：一是，法律思想史和法制史2个二级学科合并

为法律史1个二级学科；二是，宪法学、行政法学2个二级学科合并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1个二级学科；三

〔9〕	 	汪洋：《加强涉外法律工作》，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6日，第6版。

〔10〕	 	参见付子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载《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10期，第17页。

〔11〕	 	蔡立东：《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载《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5期，第16页。

〔12〕	 	刘丹青、张伯江：《时势之必需，学术之大业——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和学理基础》，载《语言科学》2010年第1期，

第15页。

〔13〕	 	“试办学科”是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但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条件尚不具备、需要予以大力扶持的学科。“试办学科”在

1990年版学科目录中出现过，在1997年版学科目录中即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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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法学改为民商法学，吸收了原来的劳动法学二级学科；四是，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3个二

级学科合并为国际法学1个二级学科。（4）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以2009年颁布实施的《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为依据，对1997年版学科目录进行了修订，公布了2011年

版学科目录。与以前的学科目录把学科体系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个层次相比，2011年

版学科目录只保留了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两个层次，二级学科没有被纳入其中。（5）2018年，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实施第五版学科目录，除了增设一个一级学科外，与2011年版学科目录相比没有

其他变化。

学科目录自第一次公布实施至今已近40年，其中关于法学学科门类、法学一级学科及二级学科的内

容，除了数量增减和结构微调之外，基本未有根本性的变动。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学科目录，虽适应

了当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面对全面依法治国新使命，学科

目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法学学科知识创新的要求，也制约了法学学科结构和体系的优化。

（一）法学学科门类的设置不够科学，学科门类与一级学科的关联性较弱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

2009〕10号）的规定，学科门类作为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分类，归属于同一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应是

知识具有关联性的学科的集合，即同一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应在知识发展方式、发展目的、呈现特征

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相关性。学科门类的划分应能更清晰地体现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效区分学科

之间的知识结构。但是，现行学科目录中学科门类的设置，使得部分学科知识结构及内容与其归属的学

科门类关联度不强，学科门类划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提升。学科门类的划分不仅是知识分类的体

现，也是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的依据，研究生取得的学位不是由其就读的一级学科的名称决定，而是由该

学科所归属的学科门类的名称决定。在现行学科目录中，法学门类下设置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6个一级学科的研究生所授予的学位都是法学学位，使得学位授予名称与实

际就读的学科不相符。学术界对部分学科归属到法学学科门类下也有疑虑。有学者认为，把政治学、社

会学、民族学等一级学科纳入法学门类，主要是基于上述学科必须要有一个门类的归属，而非学科之间

的知识关联，导致同一门类下的不同学科在知识构成上相去甚远，在社会认同方面常常发生偏差。〔14〕

法学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其下设置的一级学科除法学以外，民族学、公安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知

识结构与法学学科的相关性不大，以法学门类统领上述一级学科，不仅掩盖了上述学科知识结构的独特

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学学科知识的拓展和扩容。

（二）法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不高，知识容量有待扩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法学学科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包括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依法治

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涉外法治、国际法治等方面在内的法治全景图，〔15〕法学学科知识的创新发展更

是驶入了快车道。法学学科围绕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新任务新需求，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开创了法学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新局面。但是，理应对法学学科知识体系和结构变化保持敏锐

性的学科目录，却未能及时反映知识创新发展引发的学科分化与融合现象。受此影响，法学一级学科

的设置没有进行过扩充和调整。这种单一学科的设置模式不仅制约了法学知识的分化和知识容量的扩

充，模糊了学科内部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国内法学与国际法学等研究领域的界分，也影响了法学学科

〔14〕	 	参见许为民：《我国研究生教育专业目录的“学科门类”设置质疑》，载《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250页。

〔15〕	 	参见黄文艺：《迈向法学的中国时代——中国法学70年回顾与前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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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重要作用的发挥。

（三）法学二级学科回应社会实践的能力有待增强，学科结构亟待优化

法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二级学科，经过学科目录的历次调整，最终确定为10个：法学理论、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

学。现行法学二级学科体系是以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为逻辑脉络、按照部门法的划分标准为基础建构而

成，〔16〕在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部门法格局和学术研究阵营，对法治实践中重大急迫问题的回应缺

乏一定的灵活性与前瞻性，对经济变革与社会创新中出现的新兴领域缺乏理论指引与知识储备，无力应

对与解决现实问题，难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新实践新要求。对于法学二级学科设置中存

在的问题，法学界多有探讨，如经济法学学科因与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交叉重叠而作为

独立二级学科予以设置的合理性问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军事法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门领域而

单独设置二级学科的科学性问题；等等。一些法学学科结构齐全的行业性特色型高校也尝试在法学二

级学科的重构上作出改变，但是囿于现行制度对高校自主设置和调整二级学科权利的限制，将理论上的

法学学科重构设想转化为实践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究其原因，学科目录作为国家知识管理的手

段框定了高校可以设置的学科总目，相对于国家控制的学科的合法性设置而言，高校只能在学科目录确

定的范围内开展学科的选择性设置。〔17〕由此，在法学二级学科的设置和调整上，高校仍受10个传统目录

内二级学科的框架束缚，虽能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实际和社会发展需求，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作为补

充，但因无法改变以学科目录为管理方式设定的“学科管理秩序”，所以，难于在实践中对法学二级学科

的整体布局和体系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尝试。

（四）法学交叉研究有待加强，新兴交叉学科设置的规范性亟待提升

学科分化是科学研究日益精细化的表现，学科交叉是跨越学科边界开展综合性科学研究的结晶，知

识和学问的非线性分布以及学科边界的模糊性存在，为学科跨越自身研究领域而与其他学科进行知识

碰撞奠定了基础。法学学科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与国家法治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度较高，

但是因传统二级学科划分而产生的研究领域的分割，使得法学学科在回应现实需求方面存在理论知识

储备不足、全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等问题，尤其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领域新情况时，传统

法学二级学科仅凭一己之力已经难以应对和处理，这时多学科的协同研究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就

势所难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18〕。教育部、财政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学科

之间的壁垒，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19〕为了

明确交叉学科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科目录已将交叉学科作为学科门类予以正式设置。但是，

高校自主设置的按二级学科管理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却在实践中面临着身份缺失的尴尬处境：现行学

科管理制度虽然允许高校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自主设置一定数量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但新兴

交叉学科目前只是存在于高校内部的学科目录，或以研究生招生方向的形式存在于对外公布的研究生

招生专业目录中，现行学科目录中并没有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栖身之地，致使新兴交叉学科的社会影

〔16〕	 	参见张文显：《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5期，第6页。

〔17〕	 	参见郭琳：《一个概念的双重含义：关于我国大学学科设置权的政策文本研究》，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年第11期，第51页。

〔1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网，2016年5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

28361421.html，最新访问日期：2021年4月25日。

〔19〕	 	《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教研〔201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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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和认可度依然不高。新兴交叉学科因其多科性，在传统的单学科体制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难

以被所涉及的学科接纳，〔20〕既缺少学科目录中的法定身份，又缺乏应有的社会认同，致使新兴交叉学科

难以形成专门的研究团队和学术部落，难以建构适合学科发展的研究基地和学术创新平台，影响了其生

存发展的前景和被社会认可接受的程度，制约了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和跨学科人才的培养。

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实践路径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既需要在理论层面对法学理论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和分类，也

需要在实践层面对法学学科体系进行优化和重组。无论从理论维度还是实践维度来说这都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从其关涉范围的广域性和涉及工作的复杂性而言，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亦无法做到毕其功

于一役，而是要契合学科发展规律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与谋划，并在实践中稳扎稳

打、步步推进。

（一）重组法学学科门类，完善法学学科体系

学科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与其他学科相区分，同时又因其研究对象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

而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包括多个学科的更高层级的学科或学科群。〔21〕法学学科门类作为最高层级

的学科群，其囊括的学科应与法学知识体系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紧密的结合度。然而，现行学科目录

中，法学学科门类所包罗的一级学科最为杂乱，除法学一级学科外，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一级学科

尽管与“法学”的关联度明显较弱，但仍按照学科门类的名称授予“法学”学位，在社会上产生诸多混

淆与误导。虽然法学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设置与归属难免存在一定的历史缘由和传统因素，但这不

应成为掣肘法学学科体系重构的现实阻力。对此，有学者提出，可以把法学学科门类中的政治学、社会

学、民族学等学科分出，归入社会科学领域。〔22〕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首先应从法学学

科门类的优化调整入手，按照继承发展、科学分类的原则，根据学科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联和知识分

化谱系将法学学科门类进行结构重组，把与“法学”相关的学科仍然留在法学学科门类之中，而将与“法

学”不相关的学科独立出去，改变现行学科目录中法学门类“大杂烩”的学科布局，使法学学科门类

的学位授予名称与人才培养内容相符，使法学学科门类的知识结构与其下设置的一级学科的知识谱系

相关联，这不仅有助于法学学科建构起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也有助于中国法学持守自由独立的学术立

场，〔23〕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法学知识理论体系和

学科体系。

（二）拓展法学一级学科，扩充法学知识容量

一般来说，法学门类下与“法学”相关的一级学科的结构与数量体现了“法学”知识的体量。为

了扩充法学知识容量，完善法学学科体系，学界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尤其是关于理论法学与

应用法学的二分：理论法学注重法学知识本身，侧重于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学中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

价值、理性等理论问题，不过于追求法学知识的现实意义；应用法学注重法学知识获取，侧重于研究法律

现象和法学中的技术、程序、规范、行为等“形而下”的现实问题，通过传授法律知识、参与立法实践以及

〔20〕	 	参见刘仲林、程妍：《“交叉学科”学科门类设置研究》，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6期，第44页。

〔21〕	 	参见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载《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1版。

〔22〕	 	参见纪宝成主编：《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钱颖一：《谈大学学科布局》，载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6期，第6页。

〔23〕	 	参见袁曦临：《学科的迷思》，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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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总结法院判例等方式服务社会。〔24〕有学者认为，法学研究内容一般呈现为两个面相的分野：一是基

于理论法学的基础法学研究；二是基于部门法学或实践法学的应用法学研究。〔25〕无论是理论法学与应

用法学二分，还是基础法学与应用法学二分，以研究内容和服务面向为标准对法学知识体系进行划分的

努力都是对法学学科体系重构的一种尝试。在理论与应用的二分上，经济学已经作为“先行者”区分为

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作为同属于社会科学行列的法学学科可以效仿经济学的学科

设置方式，划分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两个一级学科。在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上，还有一种颇具代表性

的观点，即把法学划分为国内法学与国际法学的二分法。有学者提出，法律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

部分，与之相对应，法学也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26〕由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法律渊源、调整对象、效

力根据、实施举措等方面都存在实质不同，故国际法学与国内法学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因应

不同的知识分类标准，法学一级学科的划分和设置可以有不同的样态，对此，必须要立足于我国国情，顺

应时代发展需求，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高度出发，构建符合知识发展规律、结构层次合理、内容系统

完备、逻辑严谨缜密的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此外，为了进一步总结我国纪检监察实践发展和理论创

新成果，体现纪检监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独立性，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培养高素质纪检

监察专门人才，还可以增设纪检监察学等新的一级学科，充实法学学科门类。

（三）重构法学二级学科，优化法学学科结构

法学二级学科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逻辑，按照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范式等方面的不同，对法

学知识理论体系进行的知识分类和结构组合，由此形成的二级学科之间既有所区别，也不可避免地相

互关联、相互支撑。从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而言，法学二级学科的设置应符合学术规律、面向

实践需求、展现学科体系的主要功能，而不应固守以传统部门法为依据建构的法学二级学科结构止步

不前。〔27〕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迫切需要对现行法学二级学科结构进行优化调

整。在理论上，参考我国当前的学科分类国家标准、图书馆分类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学科分

类以及学界的研究成果，可将目前我国各高校设置的法学二级学科（含目录外二级学科）〔28〕分为四类：

（1）理论法学，包括法学理论、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学、法社会学、法治文化、法政策学、法律逻辑、法律

方法论、法律职业伦理等；（2）法律史学，包括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制度史、法律文献

学等；（3）领域法学，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商法学、刑事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学、军事法学、知识产权法学、财税法学、金融法学、社会法学、文化法学、证据法学、人权法学、

民族法学、传媒法学、体育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公安法学、审计法学等。（4）国际法学，包括国际

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国际刑法、国际海洋法、国际空间法、国际争端解决法、国别法

等。通过上述分类形成的法学二级学科体系，既囊括传统学科和冷门学科，也涵盖前沿学科和新兴学

科；既包括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也涉及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基本符合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的要求。在实践中，可不再区分目录内二级学科和目录外二级学科，〔29〕

〔24〕	 	参见郑永流：《重识法学：学科矩阵的建构》，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100页。

〔25〕	 	参见刘剑文：《作为综合性法律学科的财税法学——一门新兴学科的进化与变迁》，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

第5期，第27页。

〔26〕	 	参见黄进：《宏观国际法学论》，载《法学评论》1984年第2期，第38页。

〔27〕	 	参见解志勇：《法学学科结构的重塑研究》，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2期，第14页。

〔28〕	 	教育部：《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名单（截止2020年6月30日）》，http://www.moe.gov.cn/jyb_xxgk/

s5743/s5744/A22/202008/t20200827_480690.html，最新访问日期：2021年4月25日。

〔29〕	 	参见马怀德、王志永：《我国学科目录的历史沿革、功能审视与优化路径》，载《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1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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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根据政法类高校和综合性高校的不同，分类确定法学二级学科设置的数量与规模，授权高校根据自

身学科建设的实际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自主设置和调整法学二级学科。教育行政部门可通过事前审核备

案，事后定期公布自设学科招生、就业率等数据的形式进行监管，确保高校能够依法行使学科设置权，推

动建立“高校自主调、市场调节调、国家引导调”的学科动态调整机制。

（四）科学设置交叉学科，促进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

学科交叉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法学学科体系以解决重大急迫问题的时代需求。

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培育和建设法学新兴交叉学科是当务之急。法学交叉

学科是法学学科在面对和回应法治实践中出现的新任务、新问题、新需求时，通过跨学科的交叉融合研

究已逐步成型或正在形成的知识体系。与相对成熟的法学二级学科相比，交叉学科是脱胎于传统学科

或萌发于相邻学科交叉点的新兴研究领域，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尚无法清晰剥离，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研究范式等学科基本构成要素尚未达成共识，也无法在现有知识储备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体

系完整、内容完备的学科体系。相对于既有的法学二级学科而言，交叉学科的发展不仅面临着理论体

系自足性的建构和论证，也需要社会各界广泛的接纳和认可。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以下简称“CIP”）为了鼓励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在“法律研究与高级专业研究”

（22.02	Legal	Research	and	Advanced	Professional	Studies，相当于我国学科目录的一级学科）学科群下六

位数代码（相当于我国中的二级学科）的学科中设置综合类和其他类学科，如“22.0201高等法律研究，

综合”（Advanced	Legal	Research/Studies,	General）和“22.0299法律研究与高级专业研究，其他”（Legal	

Research	and	Advanced	Professional	Studies,	Other）。这一做法从体制上明确了新兴交叉学科在学科体系

中的地位，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预留了充足空间。我们可以借鉴CIP的做法，突破以往按照传统模式

设置法学二级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习惯做法，〔30〕在法学一级学科下为交叉学科单独设置学科代码和名称，

以进一步明确交叉学科在法治人才培养中的身份和地位。科学设置交叉学科，确立交叉学科在学科目

录中的地位，既有利于鼓励跨学科门类和跨法学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的发展，促进法学与经济学、教育

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理工类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为

多科性融合发展扫清障碍；也有利于促进人工智能法学、国家安全法学、数据法学、应急法学、党内法规

学、司法鉴定学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交叉学科的发展，为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开辟新的通

道。

教育行政部门可通过信息数据库建设等举措，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对高校自主设置的法学交叉学科

的招生、学位授予和毕业生就业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将已有一定数量高校设置的、形成了稳定的人才

培养规模，且被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的交叉学科编制成交叉学科目录，定期向社会公布，指导高校开展

法学交叉学科的设置和调整工作。

五、结论

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对发展法治理论、推进法治实践、培养法

治人才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学科体系，应当破除一切不

合时宜的学科建设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制度惯性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创新改革思路和举

措，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面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学科结构优化

〔30〕	 	参见张文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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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为着力点，以复合型高层次法治人才培养为根本，努力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相契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

当前，新一轮学科目录的修订调整工作已经启动。修订和完善学科目录，不仅为培养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基础，也为法学学科体系的优化和重组提供了机遇。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应当与修订学科目录工作统筹谋划，实现学科目录修订与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协调

联动、同步推进。一是，优化调整法学学科门类，根据学科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联和知识分化谱系将

法学学科门类进行结构重组，使法学学科门类的知识结构与其下设置的一级学科的知识谱系相关联。

二是，拓展法学一级学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遵循学科发展规律，适时增设与法学

知识体系相关的一级学科，扩充法学知识容量。三是，优化法学学科结构，按照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

究范式等方面的不同，对法学知识理论体系进行的知识分类和结构重组，构建既囊括传统学科和冷门学

科，也涵盖前沿学科和新兴学科；既包括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也涉及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的法学二级

学科体系。四是，科学设置交叉学科，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法学、国家安全法学、数据法学、党内法规学等

学科，促进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The Practical Path to Improve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with Chinese Socialist Characteristics

Ma	Huaide	＆	Wang	Zhiyong

Abstra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system	of	discipline	of	law	with	Chinese	socialist	charac-

teristics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for	moderniz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for	enhancing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for	educating	founders	and	successors	for	the	socialist	

cause	of	rule	of	law.	In	this	new	era,	to	meet	the	major	strategic	needs	of	China,	a	clear	goal	need	be	set	

and	innovative	reform	measures	be	made,	in	restructuring	and	improving	the	discipline	of	law.	First,	the	

discipline	of	law	at	the	primary	level	needs	to	be	expanded,	and	its	content	needs	to	be	enriched.	Second,	

the	sub-disciplines	of	law	need	to	be	restructured	and	optimized.	Third,	new	inter-disciplines	need	to	be	

developed	by	integrating	law	with	other	subjects,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discipline	of	law	to	flour-

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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