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意识作为民法研究方法的思考》学习报告

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老师在文章中已经进行了明确的定义：“紧贴我国经

济发展和人民权利保障的现实需要，针对我国民法作为后发型法学和转折时期法

学的特点，将我国国情与体系化科学化的民法理论相结合，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促进我国现有民事法律制度的改造完善，促进民法理论的更新发展的方法。”这

里面的每一组词，都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其一，问题意识的法学研究方法必须关注经济发展与人民权利保障的现实

需要。自新中国成立为始，一直以来的重大命题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现实

情况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巨大的波动，总是被阶级斗争所影响，不能做到

专注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拉开序幕，

国民经济才真正的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实现了飞速发展。相较于计划经济，市场

经济最为核心的基础在于尊重市场对于资源的调配，反应在法律上的就是对于法

律主体的意思自治的尊重，不进行不必要的干涉。计划经济的本质是违背客观规

律的，是期待存在着一个理想的政府，将市场上存在的一切资源进行最为合理的

调配，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但是，这种理想化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人

这一生物，本身就存在着理性与道德的有限性，而有限的人所组成的政府，又怎

么可能像神一样完成 14 亿人的资源的合理调度？依据这种具有明显问题的思想

所构成的政策、法律集合，在实施过程中就必然对于人民权利造成巨大伤害。比

如说人民公社的后期对于农民土地权利的实际剥夺，《民法总则》之前对于民事

主体意思自治的法律上的否认，不动产登记的不完善对于老百姓房屋产权的巨大

威胁，国家唯一统一所有权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等等，这些问题实在是不胜枚举。

所以，从问题发现的角度，必须深刻体会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现在的发展定位，才

能明白为何问题意识必须时刻关注“经济发展”与“人民权利”。

其二，问题意识的法学研究方法必须考虑到我国后发型法学与转折时期法

学的特点。自清末变法以来，我国民法就一直是以移植他国法律为基本框架的基

础上融合本国特色而形成的。清末时期我国民法以德国民法为基础，随着新中国

的成立，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此后基于各种原因，我国民法更多地采用了

苏联民法这一不能自圆其说的法学理论作为基础，而不能基于法学的科学性对相



关制度进行反思，形成了一系列的错误规定。这种后发型法学的特点，在于我国

民法勤于吸收国外的优秀经验，但是却容易不成体系、不考虑国情，缺乏对于民

法基础理论的深入思考，这当然是问题意识必须要关注到的民法改造的基本要点。

所谓转折时期法学，也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密切相关。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

项关键性制度工具，本来是作为体现并顺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存在的。

但是在之前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却成为了钳制国民生产力发展的枷锁，给经济发

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效果。所以，在问题意识的导向下，我们就必须考虑到我国

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对应的生产关系产生了变动，作为上层

建筑的法律也必然要发生转变。考虑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巨大差异，我国民

法的这种转变，也必然是根本性的、彻底性的。所以，问题意识的导向下，这种

民法的转折时期的特点也必须纳入分析的范畴中来。

其三，问题意识的法学研究方法必须将我国国情与体系化科学化的民法理

论相结合进行深入思考。我国国情问题在前两节中已经做了不少说明，但在此处

还必须强调的一点的就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农业改革与国企改

革，都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学生在参观中国农业博物馆时，见到了安徽省小岗村

1978 年 18 位农民秘密签署的一份包产到户的协议。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家庭

承包责任制，却在协议中写着“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正是小岗

村、九龙村等一户户农民为了吃饱饭创造出来的包产到户，让中央看到了农村中

潜在的巨大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逐渐被推广开来。国企改革亦是如此，

为了改善生活的农民创造了乡镇企业，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面对变化的市

场机遇迅速做出反应，这种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才是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乡

镇企业对于国营企业构成的严峻挑战，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国企改革的步伐。但是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 1992 年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立之前，个体经济实体雇佣

超过 7名员工，竟然是违法行为！因此，讨论国情的问题意识，实在是无法抛却

历史，这些现在看起来荒诞的历史事实，让我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国情从来不是

缺乏社会主义的精神，而是普遍地存在对于市场经济的极端误解甚至打压。民众

创造财富的需要是甘愿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这种对于基本人权的侵犯，应

当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

而科学化体系化的民法理论，则是问题意识用来发现问题与解决发现问题的



基石。问题意识要求我们对于能够对依据我国国情产生的民法学问题进行清晰地

识别，这一点，不通过科学化体系化的民法理论就不可能做到；而针对产生的民

法学问题进行彻底的解决，又必须依靠科学化体系化的民法理论。这一点，也与

我国的法学的转折时期和后发型的特点密切相关。所以，老师一直致力于我国民

法的基本理论的改造工作。法律行为理论与区分原则的建立，将原本含混不清的

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做了科学化的区分，将不能系统服务于市场经济、落后于社

会现实的法律行为理论进行了更新，促使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政府投资

理论解决了公有制财产的法律定位问题，并且配合市场经济的实践形成了“股权

——所有权”的科学法权关系；还有老师近期的发言所涉及的民法基本理论问题

的思考，提出了法律逻辑应当包括主体、客体、权利、义务、责任，这些内容也

反应在民法典的总则编之中，依靠这种科学化体系化的民法原理来分析中国的现

实重大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其四，问题意识的法学研究方法所产生的研究结果导向，必然是促进我国

现有民事法律制度的改造完善，必然是促进民法理论的更新发展。综合我国的

国情与民法学发展的特点，就自然能够得出结论，即我国民法的理论与制度设计

都有着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一个处于即将完成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对应的法律

制度却在很多地方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者说还体现着计划经济的特征，学生

认为这就是民法学研究问题意识的一处鲜明的时代性特征。老师源于这些问题意

识而通过科学化体系化的民法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清理了诸

多重大的偏颇的民法基本理论。但是，这些重大的理论更新，却还没有体现在我

国的民法学培养体系当中，尤其是没有体现在民法学教科书中，这实在是不应该

的。这也说明了，对于未来我国的民法学发展，仍旧需要依靠老师的这些重大的

理论更新，彻底在涤除我国民法理论中的不科学不体系的成分，将意思自治彻底

地贯彻进民法的各个理论之中。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法学研究，是一种活的研

究，根据问题意识所产生出来的研究结果，就必然促进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改造

完善，就必然会更新我国的民法理论。与之相反的则是，作一些学究式的法学考

古，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哲学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忽视了对于我国民法理

论的更新问题。学生在此处的切身体会是，老师的问题意识的研究方法的提出，

是一个明确的导向，让身处于十字路口的我国民法研究有了前进的方向，就是要



研究基于我国国情的具有实践价值的重大问题，其他所有的研究方法与手段，都

是在为了这个目的进行服务，而不能是为了研究去研究。

以上是根据老师文中对于问题意识的研究方法的定义来进行的学习总结，在

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学生还产生了对于问题意识的研究方法的一些自己的思考：

第一，问题意识所针对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法学研究中，一个重

要的命题就是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的差异性研究。但是如果不具有问题意识，就

会迷失于问题的丛林深处，选取进行研究的问题，常常是研究者最为擅长的的问

题，而非真正具有价值的问题，就不可避免的就会陷入自我假设、自圆其说的境

况。因此，问题意识的法学研究针对的必然是通过对于学理与实践的理解，切实

地发现现存的真正问题，这种真正的问题，就必然是对于社会发展或者人民权利

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因此，普遍性就是问题意识所发现问题的一个表象性的基本

特征。

第二，问题意识必然是实践导向的。这一点换言之，问题意识是“实事求是”

的。问题意识对于问题的产生、讨论、解决，不是在理论上的自说自话，而是根

据现实、分析现实、解决现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实践性是贯穿于问题意识始终

的核心特征。法学是一门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科学，其理论的产生源自于社会实践，

而产生的理论又将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和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而民法学作为一门

关涉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学学科，其实践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第三，问题意识的内部充满了对抗的张力。这一点是学生在学习老师学术研

究中所体悟出的一个特点。在老师文章中所针对的五个民法现实重大问题，内部

所体现出来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法律强制——意思自治”、“自圆其说

的法理——体系化科学化法理”冲突，是无时不刻都存在于问题的讨论中的。这

种观念上的对抗的张力，是深刻地体现在问题意识所关涉的问题之中，并随着研

究的深入而愈发明晰。

第四，问题意识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问题或者论题的范畴。问题意识该词语

与问题或者议题不同，这一点在中文或者英文中均无对应的词汇。根据萧延中教

授考证，“问题意识”一词来源于法文，即 problématique。最初引入该词语用

以学术研究的始作俑者为美国著名比较史学者本杰明·史华慈，有学者把它翻译

为“相互关联的问题群（丛）”或者“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所以，在认识问



题意识的角度上，不应将其与问题（problem）或者议题（issue）相混淆。问题

意识更是一种产生问题或者议题的“前问题”，它直面问题的核心理念对抗，对

这一对抗所衍生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研究，但是却不沉迷于讨论问题本身，而是

对于问题的产生根源有着深刻地关注。

第五，问题意识是一种开放性的集合，将随着讨论而逐渐深入。这一点，从

老师的著作中学生深深受到了启发。问题意识从普遍性的问题入手，深入探讨的

却是问题产生的核心，其最终的结果是实践性的，但是其影响却是超越了实践性，

成为了基本理念的更新。这种对于基本理念的关注，导致问题意识就如我国学者

的翻译所得，是“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并且随着观念的对抗而不断产生新的问

题，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问题集合。而针对性地进行学术研究时，又必须将问题

意识暂时放下，深入问题的本身进行剖析，不能大而化之地进行理念的探讨。比

如史华慈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具启发性的不是整个文化层面的概括性笼统

的对比，而是要将对比深入到具体的问题意识层面，这里面才存在着真实的价值。

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问题意识所关注的观念的对抗就越发明晰，最终完成了基

本理念的调整，对抗的张力一旦消失，问题意识就会转而关注其他的问题，这里

面的讨论也就基本上终结了。但就民法学而言，现在的基本理念的对抗仍旧激烈，

所以，民法学的议题是很难穷尽的，缺乏的不是问题，而是识别问题的问题意识

与依靠扎实的理论知识对问题进行分析解决的学术研究。

以上，就是学生对于老师文章的学习报告。学生在近段时间随着学习的深入，

就愈发发现自己的浅薄。在老师所言的一些问题上，经常发现自己的错误，深感

惭愧。这些学习体会，还请老师多多批评，让学生能够有改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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