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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内容概要

《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作者作为一名在法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介绍。全书
分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学位论文的资料、学位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学术见解、优秀范文、社会责
任等几个部分，适合法学专业学生学习。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当是：研究一项法律理论，或者研究一项法律制度，或者研究一个法律原则，或者
研究一个法律概念。缺乏学术性、理论性的课题，亦即纯粹技术性的、实用性的课题，不适于作为学
位论文的选题。政策性、对策性课题，也不适于作学位论文选题。
学术研究容易受到作者的主观性的影响，甚至出现迎合某种需要的所谓媚俗、媚上的现象，出现学术
的泡沫化现象。于是产生学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在从事法学学术研究时，要有科学的精神、正义的追
求和独立的学术人格，要有对国家、民族负责的责任感。每提出一种新观点、新主张、新学说，每提
出一项对策建议，都要考虑是否符合法律正义，是否符合人权、民主、法治国，要对国家、民族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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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作者简介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1944年1月出生，四川青神人。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
法学院；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民法硕士学位。1985年－1988年担任《法学研究
》杂志副主编；1988年晋升研究员，担任民法室主任；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称号。现任《法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著作，独著：《民法》
、《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民法学判例与立法研究》、《民法解释学》、《民法总论》、《裁
判的方法》、《梁慧星文选》；合著：《合同法》、《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民法债权》、《物权
法》、《中国物权法研究》；主编：《民商法论丛》、《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为权利而斗
争》、《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Page 3



《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书籍目录

一、引言 二、学位论文的选题 三、学位论文的资料 四、学位论文的结构 五、研究方法 六、学术见解 
七、文章 八、社会责任 九、结语 附录：怎样学习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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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编辑推荐

如何写好法学学位论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一篇学位论文的题目，首先是要明示作者所
研究的对象，《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使读者（更重要的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一望而知作者所研究
的是什么；其次要确定一个研究的最佳角度，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选择一个最好的
切入点，现在时髦的说法叫"进路"；最后还要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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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精彩短评

1、读法学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对论文的写作很有帮助。建议图书馆多进一些。梁慧星老师的书都是
不错的。很好。
2、很有帮助，但是侧重于硕士和博士论文。本人在写学士论文，不过还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3、我本身是法学专业大四毕业班的，这本书对我的论文写作帮助很大！梁老的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惜之~
4、是写给硕士生跟博士生看的，不过并不艰深，本科完全能看懂也比较实用，个人感觉很有帮助。
写的很简单浅显，但是那种用深厚知识衬托出来的底蕴不得不说很让人敬仰。道理简单，但要做到真
的不容易，要下功夫的。
5、内容比较宽泛浅显，易读，最近开始写论文，读读这方面的书，有点好处。
6、一本值得反复看的书
7、梁慧星的著作，我还说什么呢，帮同学买了自己又买
8、受益匪浅·唯独深度不够
9、每个法学模块就是一套专业术语的体系，学习法学首先必须掌握的就是这套概念逻辑体系，所谓
的基本功扎实值的就是这点，打好地基再盖房，我不能好高骛远，从零做起
10、法学本科毕业要写论文，首先要阅读如何写法学论文的指导书，那么这就是我们必读的书。写毕
业论文的人先看看学位论文的7个要素，知道评委的思路，知道一些写论文一定不能犯的错误。书里
所讲的方法，可以指导、帮助读者写出优秀的论文。
11、对博士论文的写作有指导意义。
12、书末附加的梁老关于如何学法的看法很值得一读。
13、给本科生看看还行。
14、书的质量很不错，内容也很好，是学写学位论文的佳品。
15、属于剑宗入门级读物：对写好法学论文有帮助，但不值得买，借来翻阅一下即可。
16、偏重私法。
17、写法学论文必备
18、附录部分据的几个例子挺好
19、本书短小精悍,不浪费时间,是让法学研究的学生们一本登堂入室的好书
20、写论文之前看的一本书，还是有些启发的。
21、不愧为民法大师的写作经验，赞！！！
22、不明觉厉~~~
23、有用。
24、扉页有梁慧星教授签名
25、很实用的一本书。都是一些很常见的问题，可以想查字典一样精确的找到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26、好书，对于大学论文写作很有帮助
27、对于我这种连论文都不会写的人来说，算是一本浅显的科普之作。可以以书中的角度检视自己的
东西。
28、很不错，纸张比较薄。
29、写硕士论文的好帮手，推荐！！文字不多，但很指导意义，特别对本科非法律专业的法律硕士而
言。
30、还没认真读。但是相信梁慧星老师的书。希望有帮助
31、拜读完梁老先生的著作，顿感茅塞顿开——原来论文，是可以这样写的！！微有瑕疵：本书均已
民法之题目为设置，但当前商法、经济法发展之迅速，这两个学科中的命题中的逻辑似乎已不太能适
用本书的方法——但，本书的逻辑非常受用！！
32、这本书是老师推荐看的的确名副其实里面所讲的方法不仅对写论文，而且对平时读书学习也都比
较有帮助是法学生的一个好帮手
33、受益匪浅。静学姐的推荐~
34、大凡上过大学的人都写过论文，即使是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做点学术研究，对提高自己的业务能
力、熟悉业务工作、提高个人素质，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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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自己虽然写过一些学术论文，但实际上并不太清楚论文的写法。读了梁慧星教书的这本《法学学位论
文写作方法》，是自己对法学学术论文的写作，有了一个总体上比较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学习到方法
比学到具体指示重要得多，这是我读了此书后的一点感受。
35、老师推荐的书，确实值得一读
36、也许六年以前是本不错的指南。
37、论文写作必备
38、写的不错，对法学学生很有用，对其他人文学科也有借鉴．
39、我的论文没靠这本书
40、梁老师的这本书，给写论文指导了方向，让那摸不着头脑的感觉立即有了目标，知道自己该从什
么地方下手，如何下手等。
41、很有用的书。。。
42、博士看看不错~硕士看不是很合适
43、一本教授写作法学论文的好书
44、书很薄，但是挺不错的~~对写论文还是有帮助的
45、大家就抄吧
46、论文必看！
47、当当的书很好哦
48、对写论文很有用，论述有据，对写法学论文很有帮助！
49、这本书对于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50、适合论文入门
51、森森明白了老师们为啥觉得我们是屎
52、图文
53、读完此书，你会发现原来毕业的时候老师所教的撰写论文的知识是多么不成系统和肤浅，在大学
时曾经听过梁老师有关这书的内容的讲座，这次阅读后感受更深。
54、希望对以后毕业的论文有帮助
55、对于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讲的比较有针对性⋯⋯
56、这本书的观点很有帮助，对法学学生在论文写作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
57、中规中矩，细致古早。
58、2013硕士论文写作指导用书
59、看过“附录”部分
60、论文写作指5导  有
61、正为法学论文发愁呢，，，看到这个马上就买了，帮助很大！！！嘿嘿
62、四年前买的，四年后要写论文了，拿出来瞧一瞧。
63、挺好的，教方法论的书才是最好的书！
64、法学专业的学生应该买一本这样的书。。对自己真的有帮助，
65、正要写论文，很有指导意义
66、非常建议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前阅读，以指导性意见为主，很实用！
67、是一本好书，值得大家参考
68、要写论文的同学们仔细看看吧，会有不少收获。另外还有一本台湾教授写的《教授为什么没告诉
我》，写得很生动有趣，内容也很丰富，有兴趣可以看看。台版有第二版的了，但内地好像还没引进
。
69、作用不大
70、讲的挺好的，涉及到很多方法。
71、简单易懂，规范法律论文写作的好工具书！
72、推荐。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73、写的是挺好，但是我要写的是毕业论文，不是硕士和博士论文，所以有很多都看不懂，但方法可
以学。
74、果然是大师啊，了解我们学生的难处，知道教怎么我们写这该死的论文⋯
75、很好看的书哦。很有使用价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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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76、内容主要是讲如何写作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书中列举了很多学问论写作的实例来告诉读者如
何写作学位论文，也指出了许多的误区，硬着头皮读了下去翻阅得很快，感觉一般吧，可能是没有细
细研究写作技巧的精髓，不过书中说的确实都是一些比较实在的论文写作技巧，是可以直接上手用的
。最后附录的法律学习方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过更偏重于理论上的，实操性不强。
77、对于毕业生写论文，帮助颇大。很好！
78、书很薄，很快就看完。但是里面的要点全是法学论文写作的精要。除了最后梁慧星老师对民诉有
些学术观点我不是很赞同以外，这本书基本上没什么缺点。学法学的同学应该人手一本。
79、不过如此。而且已经落伍了。如果还停留在"从...通说，还是从..说"的水准的话，未免太outdate了
。也就本科生毕业论文看看当做指导书目吧。
80、法学专业生应该看的.建议列为法学必读书目!
81、期望不要太高，论文还是要靠自己
82、对于想写论文，有无从下手的人来讲非常实用，内容饱满，值得一看
83、梁慧星不愧是大家，其文笔洗练，同时很有用，对于学法律的人来说。
84、大四在图书馆借的，除了最后面关于格式方面的内容，其他看不看都无所谓。
85、买了三本，送给了学生2本，对于正在登入法学殿堂的学生来说，指导作用十分明显。
86、写论文的一些基本点
87、其实只认真看了附录。
88、我本一位科技技术人员，由于立志从事法律事业，于是利用空余时间阅读法律方面的书籍，在网
上查找当代中国有名的法学大师，不料搜到了中国社科院的梁慧星老师，他是当代民法学的代表人物
，虽然我现在没成为真正的法科学子，通过阅读大师的书籍，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89、真正的学者写的好书
90、必读
91、值得一读，不错呢
92、还是要靠自己（瞎）写
93、这本书对法学论文的写作很有帮助
94、论文写作不错，对毕业论文写作有帮助
95、一般
96、这本书是导师推荐的 对写论文很有益 坚决支持。
97、还不错哦 读过挺有收获的
98、法学泰斗的方法之作，虽然出版的年份很早了，但是对于论文的撰写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临时
抱了一下佛脚，也算把毕业论文拿下了，一切还好。
99、我觉着梁先生写的这些个东西看起来容易，真用起来还是得一个人慢慢的摸索啊摸索。
100、废话、套话太多，铺垫太冗长，和真正意义上“写论文”有关的成分太少。写论文的本质是面对
问题，能够迅速建立起一套整体的抽象思维模式，在反复训练的基础上取得将思考过程概括转化为缜
密的书面语的能力，同时能达到平实、严谨、凝练的表达效果，而不是随便堆砌点支离破碎的僵死套
路都能叫做“教你写论文”，虽则当下国内同类的“教你如何写新时代八股文”的书大抵都只有互相
粘贴复制拼凑点破烂来骗钱的这个水平。梁慧星先生本人自然是有名的学者，但学术建树实在无法等
同于个人在专业论文写作技巧一项上授业的能力。
101、冲着梁慧星的大师之名也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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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精彩书评

1、因为是学习用书， 所以一直不想去看。 在当当上闲逛的时候看见这本书，纯粹出于对梁彗星的“
敬仰”（加之便宜，打折之后只要几块钱，反正都要付邮费，就当多买了个冷饮吧～）购下此书。到
手之后拿起来翻了翻，似乎从体例上来看没有让人有眼前一亮之感，翻了半个小时，没有什么收获，
也就放下了。现在还没有仔细看完， 也许就上来豆瓣说话有些不够资格，所以先言明自己是没有看完
的，大家对我的话要批判而观之。但我也估计不会再看了，又多了一本打入冷宫的书～看在是梁彗星
写的的份上，还是来豆瓣纪念一下吧。吼吼～我也算是对得起你了^_^又也许我讨厌它真的不是它的
错，只是相对于学习用书，我总是更喜欢闲书而已×－× PS：梁彗星的那本《民法总则》我倒是看完
了的，其实也不咋的，但是在大陆的民法教科书里面，已经算是简明扼要了，不容易。 不过自己倒是
觉得大陆的话，魏振瀛的那本《民法》的总则部分，比梁彗星的更明晰些。虽然在法律行为部分体系
有些混乱，意思表示部分也写得太简略却又乱，不过到底是老学者，还是写得力求严谨的。不过相比
起来自己认为还是台湾王泽鉴的《民法总则》成体系清晰明确得多～～ 好书。
2、不过如此。而且已经落伍了。如果还停留在&quot;从...通说，还是从..说&quot;的水准的话，未免
太outdate了。也就本科生毕业论文看看当做指导书目吧对梁慧星本人无所谓好感恶感。但是很奇怪的
是，他的书，一点都不喜欢。听了一次演讲，同样觉得味同嚼蜡。真奇怪。
3、引言：这篇文章主要记自己读完后的见解和感受，并非摘录书中要旨，文中很多很多对写论文有
用的东西，本人并未摘录于此。要学论文写法的还是推荐看原书。梁教授的本书是由他的很多篇讲稿
组成的，虽然略显散乱，但是仍不失为大家之作。书中处处透露出一种渊深的知识底蕴，简练通俗中
显示出一种繁华尽去返璞归真的朴实之风，这种沉稳踏实的风格个人非常喜欢。书中介绍了梁教授对
博士生硕士生论文写作的要求和方法，除了个别不太认同外，总的来说还是很让我受益匪浅的。摘选
个人很有感触和有用的段落和相关文献，以资后用。P8:学位论文七要素：1、选题；2、资料；3、结
构；4、方法；5、见解；6、文章；7、社会责任。—选题、材料、方法跟见解对我很有启发，结构跟
文章也挺有      用的，但是社会责任有点虚。P83:法学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常用的由：法解释的方法，
计较研究的方法，历史研究的方法，法社会学的方法。—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就这些的话感觉还是
有点单调了。P96：法律上和法学上的争论和是非，可以“社会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是笔者根
据自己和前人的学术经验总结出来的，此前思维受到足够重视。——这是对我最有启发的东西了，法
不外乎人情，法学也必须回归到生活中，而不能成为一种高高在上束之高阁的空中楼阁。法治化就是
法律从天上回归民众中间的过程。社会即法学，人情即是法理，略显偏颇，但完全可行。P156：学习
法律的门径，在于掌握完整的概念体系。法学是一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念的体系，其基础是一套
有严密逻辑关系的概念，掌握了这套概念，就掌握了法律思维的框架。——看完之后总是感叹要是早
几年看到这段话就好了！！太可惜了！把法律比作树的话，掌握了主干才能有别的枝枝蔓蔓，主干都
没有的枝蔓总有一天会枯萎的。这也大概是之前背了那么多却什么东西都没记到的根源吧，我没有这
个法律之树的主干。以后一定要好好把握到这个树干之后再往上面添加枝叶。P99：鲁迅《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
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
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 ——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
’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
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
。阿唷！哈哈！Heh e！ he，he he he he！’”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这个书里没有全文引用，这
里我补全了原文。不得不说鲁迅真的是太牛了，哈哈~这篇文章实在写的太有意义了。领悟不少东西
啊，唉~有些时候真个社会都再逼你，逼你说谎，逼你做事。不管你说谎不说谎，不管你说不说实话
你都错了，正确的态度应该着这样的，打马虎眼，装糊涂！呵呵~
4、梁是国内法学研究的大家。但这本著作却读来平平。惟一可以细细品味的是其中的附录：如何学
习法律？这也是失之桑榆，得之东怄吧。
5、内容尚可，但作为写论文的入门作品太深，作为深入研究的文章似乎又觉得浅显。所以建议浏览
一遍即可。但书中提出的若干要求还是非常精彩的。到底大家之作。无奈的是，就连梁慧星这等大牌
学者，思想也并未脱离“纯粹法学”的樊笼，殊为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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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以说很简单，但也很全面，起码教了我们写论文的起码方法。当然，这是针对博士生学们论文
写的，可能对于本科生用处不大。我觉得以后的写作过程可以借鉴。其实方法就是很简单，没必要长
篇大论来写。其实不只对法学学生，对于其他专业也是有益处的。
7、蛮不错的，形式上面面俱到的讲了如何写好一篇论文。论文嘛，本来就是一套方法，老师交给学
生，学生怎么用就看自己的了。
8、本书由演讲稿编成，文章体系比较凌乱，不易阅读，抽出要点就比较实用了。一、标题1，标题客
观适中，不要带个人倾向2，副标题范围要小于主标题，除非是兼论3，标题形式为短语二、资料1，组
成a法律法规条文，立法理由书，各种法律草案及其修改记录b司法文本：最高院解释、最高院判例、
各级法院判决c法学文本：法学专注、教科书、体系书、论文集、论文、学位论文等2，判断标准a足够
，翔实，新（直接的，第一手的，新的，外文的）b注明出处三、结构（结构合理，逻辑严谨，层次
清晰）1，结构目录序言导论（引起读者兴趣）（交代课题：是什么，产生背景，为什么要研究，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论结论参考文献目录后记（内容无统一，通常是致谢或发感慨）2，本论结构
（五种）总分结构（一般-特殊，共性-个性）（总-一般理论、共同理论，分-特殊部分，特殊问题）
三分结构四分结构编章结构章节结构3，切题：往往通过在本论各部分标题中反复出现论文中的关键
词语来体现。4，逻辑关系（p61）总分关系（总论：一般性问题、一般理论、基本理论、基本原则；
分论：特殊问题、特殊理论、具体制度、具体问题、构成条件、实际运用）并立关系（位阶同一）递
进关系（时间递进-历史研究方法；空间递进-地域空间，抽象空间，由外至内；纯粹逻辑递进- 抽象到
具体）5，各部分标题：应是名词或名词短语；只确定研究对象，不表达作者观点；明确、简短；同
一层次的各个标题应相互协调四、研究方法1，法学解释（制度型选题-法条意义、构成要件、适用范
围、法律效果，文本解释、目的解释等）2，比较研究（制度型选题-制度比较、功能比较）3，历史研
究4，法经济学（效率、价值）5，法社会学（社会调查、分析、统计、预测）五、学术见解1，方法
：a 采通说 无须解释b 从新说 无须解释c 择善而从 需要解释 指出优缺点 具有一定的创造性d 自创新说 
先列举各种学说及其理由，对其分析评判，指出不足缺点，然后提新论证。2，命题：法学论文应有
命题六、文章1，文体（一般学术论文，学术研究论文）2，文字（准确流畅，符合语法文法。避免欧
化风格，避免口语化。要使用法律概念，不能随意捏造）3，文采（避免段落过长，句式有所变化）4
，文气（长短张弛，句号疑问号感叹号等）七、社会责任每提出一种新观点、新主张、新学说，每提
出一项对策建议，都要考虑是否符合法律正义，是否符合人权、民主、法治国，要对国家。民族负责
。p14 需注意的是，有的课题，在当时可能没有什么实践性、针对性，例如80年代初期，研究破产法
、研究期货、证券制度，往往会被人指责缺乏实践性、针对性。谈论实践性当然不能局限于当时，要
预见到社会的发展。第一篇以证券交易法律制度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在选题的时候，我国还没有证券
交易所；第一篇研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博士论文在选题时，北京还没有几座公寓式大厦，住宅
商品化政策还没有出台。能够说这样的选题没有实践性么？p117 在法学研究中，曾经有人主张以是否
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作为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问题在于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是曲折的，有时
还是迂回的。p86 某种学说的根据、理由和优点，应当从该种学说的首倡者和赞同者的著作中去找
。p87 法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其一，不可计量、不可检验、不可实验。平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标准。但所谓实践，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或数人的实践，而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或者一个、几个国家的几
代人长时间（数十年上百年）的实践。⋯⋯p87 对于张三的某种观点，首先要“思考”：他所持的理
由是否充分，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其次，⋯⋯张三这种观点有没有深层次的理由，与历史条件、时代
背景以及张三个人的社会地位、学历、师承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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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的笔记-第168页

        每一个法律规范，都可以分解为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法律效果等要素，这就是法律的规范构成
⋯⋯只有理解、掌握了每一个制度、规范的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才算真正理解、掌握了
这个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学家总是问：是否合法？有没有法律规定？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其构成
要件是什么？适用范围如何？法律效果是什么？这就是法学家的思维、法律人的思维。不仅要掌握每
一个法律规范的构成，还要掌握该法律规范在整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位置及其逻辑关系。正是因为法
律有概念性，决定了法学是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问，不可能做到“通俗化”。王泽鉴先生说，任何法
律均有其规范意义和目的，解释法律时必须想到立法者为何设此规定，其目的何在。裁判活动的“主
体”是“法官”，而不是“程序”，无论如何科学、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规则只是
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义”只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
审改革也罢，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关键。正如自由法学和法社会学的倡导者爱尔里希所言，“唯有法
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义的保障。”你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无论你将来从事何种职业，深处社会的上
层还是中层，你一定不要忘记法律的正义性，不要忘记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遭遇不幸的人们。

2、《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的笔记-第94页

        立法论讨论法律的“应然”。从事立法论，可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局限，不受现行法的局限。
评论立法论的优劣，是看文章的见解、理论是否有理有据，是否符合法理，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律
进步发展的趋势。解释论讨论法律的“实然”。从事解释论，必须尊重现行法，受现行法的约束，致
力于对现行法具体法律条文、制度的准确理解、解释和正确适用。⋯⋯运用种种解释方法，对该具体
条文、制度予以弥补、补救以实现其规范目的，而不是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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