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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学术双月刊，为法学三大权威

期刊之一，近三年每年发文量约 65-70 篇。该刊 2021 年复合影响因子 16.2，综合影响因子 9.674。

本期学科快报对《法学研究》2022 年已发表的 5 期共 63 篇论文进行分析，以便我校师生能

快速了解该刊前沿经典和发文态势，并有更多反映我国法学研究最新成果和最高学术水平的论文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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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主题和关键词分析

（一）研究主题分析

2022 年《法学研究》已发表论文研究主题非常广泛，同时也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行专论或专题研究。就已经发表的 5 期内容看，除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展开

专论外，另就三个主题进行专题研究：一是知识产权法研究专题；二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专题；三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题。

1.知识产权法研究专题

2022 年知识产权法学发文数较往年有历史性突破，除刊载了 2021 年《法学研究》论坛“创

新驱动与国际博弈下的知识产权法研究”4 篇相关论文外，另有 5 篇知识产权法学方面的研究

论文发表。

题名 作者 备注

知识产权国际博弈与中国话语的价值取向 吕炳斌 2021 年《法学研究》论坛专题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类型化适用与风险避免——
基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视角

刘银良 2021 年《法学研究》论坛专题

著作权合同中作者权益保护的规则取舍与续造 熊 琦 2021 年《法学研究》论坛专题

版权保护与创作、文化发展的关系 章凯业 2021 年《法学研究》论坛专题

中国特色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理论的构建 胡开忠

侵权赔偿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民法原理 李承亮

技术标准之许可定价规则的“非国家化”——以可比许
可法为中心

马一德

商标“显著特征”之内涵重释 谢晴川

外国版权客体在本国的保护 阮开欣

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专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公布了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被列为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如何从法律上明晰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及定位，完善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健全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机制等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2022 年《法

学研究》除设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专题”外，另有 1 篇相关论文。

题名 作者 备注

农民集体成员的集体资产股份权 韩松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专题

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之二元论 高海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专题

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关
系重构

宋志红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专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构众说窥略——有关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律形式变革的稿件编后感

陈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专题

集体建设用地向宅基地的地性转换 耿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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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题

近年来，“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理论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2022 年《法学

研究》除推出“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题”3 篇论文外，另有 2 篇这一主题方面的研究论文。

题名 作者 备注

重思个人信息权利束的保障机制：行政监管还是民事诉讼 王锡锌 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题

作为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监管工具的标准合同条款 金晶 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题

个人数据交易的双重法律构造 林洹民 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题

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王华伟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的体系构建 敬力嘉

（二）关键词共现分析

经对 63 篇学术论文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该刊论文总体关键词重复率低，创新性高，

高频词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比例原则、鉴定意见和技术标准，前

三个高频词与前述该刊今年设立的三个研究专题密切相关。

二、发文机构和作者分析

（一）发文机构分析

发文机构仅统计第一作者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论文。63 篇论文归属于 35 个高校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其中 13 个机构发文量为 2 篇及以上，发文量最高的是北京大学，共发

表了 8 篇论文，江苏省内的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本年度各贡献了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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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身份分析

从 2022 年已发表的 63 篇论文第一作者的职称情况看，与往年基本一致，教授/研究员发

文量占一半以上，其次为副教授/副研究员。为了鼓励在校学生在高水平法学期刊发表论文，

《法学研究》近年来每年都有 3 篇左右博士研究生独著的论文，2022 年已发表博士研究生独

作 2 篇，但依然无硕士生署名发文。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度博士后研究人员发文量较往年

有大幅增加，达到了 5 篇。

三、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63 篇学术论文中，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 39 篇，其中多篇论文受多项基金资助。从论文第

一资助基金类别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7 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 项，重点项目 5

项，一般项目 10 项，青年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

理论研究项目各 2 项，各省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3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1 项，校内资助项目 3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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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 2022 年《法学研究》论文所属学科分布情况看，民商法学由于分支较多，总发文量远

高于其他学科，行政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也保持了较高的发文量，经济法学、国际法学

等学科依然有少量论文发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知识产权法学、行政法学、法律史方向的论文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

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论文数量激增，达到了 9篇，究其原因主要是该刊在 2021 年刊发了

“创新驱动与国际博弈下的知识产权法研究”征稿启事并成功举办了论坛。

征稿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突破了学界原先大多仅从国内私法角度研究知识产权的视

域，产生了一些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国际竞争等层面，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将知识产权

法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国际法学研究融合交叉的论文。

2022 年《法学研究》先后刊载了“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青年论坛征稿启事

（45 周岁以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协调与功效衔接”等征稿启事，对于法学研究者来

说，重视《法学研究》杂志的每一期征稿活动和论坛，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个人兴趣，选择

契合征稿内容的主题进行投稿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