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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国 法 学 月开 究 机 构 简 自仑

田 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图书馆

法学研究机构是指专门以法律
、

法学为研 究对 象而 开展技术性 与学术性活动的单位或部 门
。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
,

法律学科研究是应用性最强的学科之一
,

所 以在它的研究领域活动中一刻也

未离开过 国家整体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
。

回顾 年来法学研究机构发展所经历 的路程
,

今天 的辉

煌不能不使人振奋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来
,

为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形势
,

我们党确定

了吐依法治 国 ”的战略方针
,

法律科学与法律科学研究事业受到 了极大的重视
、

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势

头
。

近年来法学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就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
。

据不完全的统计
,

国 内法学研究机构 的

总数约达 余家
,

这些机构不但育孕着大批科研人员 同时也产生 出无法估量 的大批专业成果
,

就是这些成果在促进与完善我国整体法制建设过程 中产生 出决定性的作用
。

本文试 图通过对国 内

不同系统 中设置的法学研究机构的数量统计
,

简单加 以 归纳 分析
,

以展现建 国 朽 年来这 个专业科

研领域在发展上 的粗线轮廓
。

论述 中存在的大量遗漏与错误
,

望学界 同仁及时补正
,

以便我们能更

清晰地掌握当代中国法学研究机构的宏观现状
。

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与研究机构 的发展 同国家整个政治
、

经济
、

文教
、

科技事业一样
,

经历 了严

峻的考验
,

与 当代中国的法 制建设筝业息息相关
、

密不可分
。

纵观 余年来兴衰历程
,

大致可分为

三个阶段 曲折创建时期 一
、

遭受严重破坏时期 “ 一
、

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 时期 一

。

在建国初期的十几年里
,

我国法学研究事业始终排徊在 曲折 的道路上
,

在历次政治运动 中法

学作为应用性最强的学科一直处于政治敏感的风浪尖上
,

遭受到人治理论的强大压力与批判
,

得不

到应有 的学科 重视
。

年与 年原政务 院司 法部率先组建与设立 了新 中国法学研究机构

法 医研究所 和 司法鉴定科技研究所
,

两所均为应用 司法技术专业研究机构
。

年在 当时国家领

导人董必武倡议与组织下
,

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设立与组 建 了新 中国第一所法学学术

理论研究机构 法学研究所
。

随后 年上海科学院也设立 了政抬法律研究所
,

年外交部成

立 了国际法研究所
。

公安部也于 年组建成立 了警察技 术研究所和 随后成立 的刑 事技术研究

所作为应用法 学及公安技术的研究机枚
。 ‘

上述七所在创建我 国法学研究事业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

可 惜的只是在
“

文革
”

前夕和“ 文革
”

中均遭到停办和 “ 下 放
”

的结局
。

法学研究机构在我国

很长的一段历史期间中是空 白
。

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法律学科与其它学科一道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
。

党和 国家

各级领导人及其全 国广大法律工作者
、

法学研究人员以极大 的关注 和 热情投身 于 中国法制现代化

的事业 中
。

在全 国各级各类法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与拼搏之下
,

新 时期 的中国法学研究机构经 过

七十年代 以来的恢复
、

重组和八十年代 中后期以来 的深化
、

调整和拓展
,

呈现 出了繁荣兴旺 的局面
,

取得 了举世瞩 月的成就
。

我国百余家法学研究机构绝大部份成立于这个时期
。

本文将重点简论这

个时期我国法学研究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其分布状况
,

以展现 当代 中国这个专业学 科研究机构的基

本概况
。

一
、

我 国法学研究机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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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学研究机构在形式上 的特征均表现为以 只 所
、

室
、

中心 的机构名称 出现
。

一般称为 冰

火 所 的机构大多为独立设置 的科研体制
,

这其中包括综合性法律 学科所
、

专业性法律技术所
、

部 门

性法律所等
。

这类所 内大多设有分学科研究室或研究中心二并设有 自己 的行政与科研管理体系
,

大

部分所均具有各 自的学术刊物或 内部通讯
。

国 内比较大的研究所 主要分布在国家司法 系统
、

政法

高等院校
、

社会科学研究部 门之中
。

如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所 自 年恢复 以来
,

现拥有研

究人 员 名
,

其中正 副研究员 名
,

内设 个研究室
、

个研究中心
、

两个期刊编辑部
。

其次为 研究室或研究 中心
,

这类研究机构大多建置规模较小
,

有时仅为数人 组成
,

科研人

员多为兼职或兼聘
,

在机构 内均没有独立的行政与科研体系
,

大多做为其主管部 门附属科室 而展开

研究工作
。

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较大规模的研究中心设置有独立 的科研体制 如福建省人大常委所

属 的福建省 台湾法研究中心
、

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心等 上述研究室或中心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
,

就是科研对象均集中在法学新学科或交叉 学科
、

边缘学科的范围之内
,

在某种程度上具备
“

小而专
”

的研究优势
。

我国
一

法学研
一

究机构在隶属关系上的最大特点在于 它主要 集 中于 国 内三大行政系统 内退 国 家

司法系统 包括党
、

政
、

军有关政法部门及政府公
、

检
、

法
、

司各级法制部门
、

普通高校系统 包括综合

大学
、

政法院校与其它专业院校
、

社会科学研究系统 包括 国家与地方社会科学院
。

除此之外
,

还

有少量的专 门性法学研究机构散布于 其它政府部门或社会 团体之 中
。

如 中国国际商会所属 的仲

裁法研究所
、

中国管理研究院所属的台湾法律研究中心等
。

二
、

我国法学研究机构的分布

正 如上 文所述
,

我国法学研究机构均集中于三大系统
。

为便于介绍
,

本文遵循机构设置的系统

性
,

分门别类地简述各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
,

以便读者能尽快对此有一个框架性认识
,

能从宏观 上

把握我国法学研究机构的分布
。

国家法制系统
。

它是我国法学研究机构较为集中的系统
,

主要 分为各级立法
、

公安
、

检察
、

法 院
、

司法行政 以及其它政府法制部门
。

、 ①全 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及地方人大常委会政第理论研究室
,

是我国各级立法部门 中从事法

律研究的主要机构
,

其研究领域均以国家各级立法部门的立法项 目有关
。

如 全 国人大法工委下设

刑法
、

民法
、

宪法
、

研究共四个科研室
,

余名研究人 员
,

主要服务于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各项法律

事务
,

为国家立法提供研究项 目与成果
。

②公安部门的法学研究机构多为法律应用技术性研究所
,

无论从设置规模还是科研 力量上在

国 内众多研究机构 中均为大所
。

目前公安部及部属单位所属 的研究所约五家
,

其 中刑事技术研究

所与警察技术研究所均为我国应用型 专业法学研究的老所
。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对公安法制

建设的需要
,

公安系统又相继组建
、

合建了约 家研究所
,

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 的公安法学与

技术的科研组织体系
。

【见附表一 」

③全国法 院部门的研究机构主要 为最高人 民法 院 年成立 的中国应用法研 究所
。

除此 之

外
,

各地高级法 院均设置审判理论研究室与最高法院理论研究室或法庭技术鉴定研究所
,

前者相对

应
,

针对审判业务中具体司法解释及理论展开研究
。

④全 国检察部门的研究机构是我国司法系统中研究机构配备较完善的部门之一
。

这首先反映

在最高检察院和地方检察院除分别设立法律政策研究宝之外 高院政研室为厅级
,

还分别于

年组建成立 了检察理论研究所和检察技术研究所
,

各她检察院也遵照有关精神组建 了 余家省
、

市
、

地级检察理论与技术研究所
。

这两个研究系列
,

前者 主要 从事 司 法 解释 的研究工作 后者则是

集学术性法学理论与应用技术为一身的研究机构
。

【见附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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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全 国 司法行政部 门的研究机构建国初 曾有较大发展
,

但不 久 即 随着 政 治 运 动 的 冲击而 撤销

停办
。

文革后 国家司法部恢复建制后着手组建与恢复 了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后来改为鉴定

中心 和 预 防犯罪与劳改研究所
,

不久 又组建了 司法研究所
,

由司法部 副部长兼任该所负责人
。

各

地方 司法行政部 门也分别组建有各 自的司法研究室和省级劳改劳教与预 防犯 罪理 论研究所
,

开展

地 区性罪犯改造 与预 防犯罪 的研究
。

在司法部 个所 以及各地 个所 的积极努力下
,

近年来 司法

行政领域的学术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都取得 了可喜的成果
。

见附表三

普通 高等院校系统
。

我 国普通 高校 中设 立有法 学研究 机构 的 院校按照其隶属 关系大致分

为三类 综合大学法学院〔系
、

政法类院校
、

其它专业领域 的 院校
。

这个 系统的科研机构均采 用 教

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

在体制上 大多为两块牌子
、

一套人 马
。

它是我 国法学研究领域 中学术

气氛最 为活 跃的部分
,

也是学术研究机构较为集中的系统
。

进入 年代 以 来
,

我 国高教 系统设立

了约 所法律院
、

校 系
,

许多规模较大的院
、

校纷纷针对 国家法 制建设的形 势和 本校教学 的需

要
,

利用 自己 的人才优势组 建法学研究机构与专 门法律研究机构
。

据 国家教委有关人员估计 全 国

高校约设立法律
、

法学研究机构近百方吮
一

遏笔者反斑查核
、 ,

号截有案哥查韵具体数字为 韶 余所 包
括 研究所

、

室
、

中心
,

这其 中称为研究所的有 余所
、

称为研究室或斌决币心的难确教字则难

于 掌握 见 附表 四
。

下 面我们有代表性的分类简述 以上 院校科研机构 的概况
。

①综合大学
、

据国家教委统计全国综合类院校开设法律 院 系 课程的有 家
。

从近几年高等

院校法学研究现状看
,

这些院 系 中大多数设有法学研究机构或专 门性 部 门法学研究 中心
。

但现

有资料所反映出来的仅有 家规模较大的研究所或中心
。

②政法类院校
。

通 常我们以国家教委所掌握的 所普通 高等政法 院校为主
。

其 中包括政治

院校二 所
、

法律院校六 所
、

公安院校十八所
,

本文以研 究机构较为集中的六 所法律 院校 为重点加 以

简述
。

从可 靠资料上显 示这 六所法律院校拥有研究所 个
,

研 究 中心 约 个
,

研究室 约 个或

更多
。

据国家司法部有关部门公布的权威数字表明
,

仅部属 所法律 院校就 已达到 家法学研究

所
,

比笔者有案可查的数字多 之个所 可惜未能提供准确名 录
,

而其研 究 中心 与研究室 的权威统

计至今也未能见到
,

估计其数量远远超过笔者的预料
。

以我 国最 大的法律专业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为例 该校 年的统计表明学校设有各专门法学研究所 个
、

研究 中心 个
,

见附表 四 其中成

立 于 年的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

拥有 个专业研究室
,

是 国 内成立较早的研究机构

之一
。

③除上述两类院校之外
,

国内其它专业或专 门领域 中的普通 高校设 置 的法学研究机构也值得

一提
。

不 同于综合大学与政法 院校研究机构的是这类院校设立 的法学研究机构大多 以本校教授专

业有密切的联系
,

其研究机构的特点为针对性
、

专 门性较强
,

专业研究 面较 窄
。

多数集 中在法 学边

缘学科或应用学科研究领域
。

如 西安军政学院的军事法研究所
、

西安交通大学 的技术经济法研究

中心等
。

国 内社会科学研究系统与其它
。

在这个系统中以 中 国社科 院法学研究所为主
,

加上各地

家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室
,

它是国 内法学学术性研究的一支重要 力量 见 附表五 」
。

其 中除中国社

科院法学所与上 海社科院法学所规模较大
、

科研人员较集 中外
,

其它地方科研所 室 的设 置 均较

小
,

一般仅为 余人左右
。

除去社科院所属法学研究机构之外
,

其它有关政府部 门或一些专业学

术团体也分别针对本行业
、

本部 门
、

本社团实际需要设置有专业性 的法学研究机构
,

我们将其归人

社科研究系统之中
,

不再单独论述
,

这些机构有些是政府部 门与院校合 办或挂靠的
,

有些是 独立设

置 的
,

有些是挂靠在社团之中的或其它存在形式下 见附表五 〕
。

如 国家环保局 与武汉大学合办的

环境法研究所
、

中国国际商会所属 的仲裁法研究所
、

中 国管理科 学研究 院所挂的 台湾法研究 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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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政府所属 的台湾法研究所
、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
、

以及 由上海市人 民检察 院牵头
,

上海数家金

融与法制部门共 同组办的我国第一家金融法制研究 中心等
。

由于此类机构分布较散
,

有些学术研

究领域较窄
,

目前难于得到较准确的统计
,

这里 只能一带而 过
。

三
、

存在的部分问题及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法制建设成就的快速发展
,

上述 的统计与简论肯定还有较大遗漏与

缺陷
,

有些材料也过于 陈旧 然而其基本框架与思路还是经得起推敲的
。

从上述简论 出发
,

我们也

可看 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机构在设置体制
、

组织结构
、

学术活动
、

人才培养上所反 映出的一些 问题
,

由于笔者水平所 限和篇幅所 限
,

现简单归纳出以下 几点

①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机构 年来发展到 余家
,

这在国内其它学科领域恐怕是独一无二

的
。

然而 众多研究机构除行政性主管部 门之外
,

在学术领域却处于群龙无首之地
,

缺乏有力的相互

协调
、

促进交流 的管理部门
。

有些科研机构难于 发挥 出其专业学术研究的力量
,

处于 自生 自灭或沦

为其主管部 门的行政附属
。 一这独状况就王鱼王查人提旦逞否应建立或提 出创立一 门法学科研组

织学或科研机构 学来统一 目前国内法学研究机构的观念与体系 。
‘

为将来能有一个全国性的科研机

构学会
,

从国家整体法制建设的角度来加强统一 领导
、

保障众多科研组织的协调发展而做准备
。

②大量研究机构中不乏有虚设现象
,

特别是一些应用法部门
,

很少见到其学术研究成果或其学

术 活动
。

这种情 况也不排除普通高校 中设置的大量研究机构 中是否存在为争取援助资金而 虚设的

挂牌机构
。

③从研究机构本身来说
,

缺乏 自我宣传的能力
,

有许多机构均未设有学术性刊物或内部资料编

辑部 门
。

这里一方面是主管部门的重视问题 另一方面则在于研究机构 自身缺乏积极的措施
,

在促

进横 向性学术研究交流上主动性差
,

导致
“

闭门造车
”

禁锢了 自我的完善
。

问题肯定不仅仅反映在上述三 个方 面
,

更尖锐
、

现 实的问题还有待于 我们去进一 步认识与解

决
。

最后
,

在 回顾与了解了当代中国法学研究机构发展的历程和现状 之后
,

我们不能不感慨万千

这其中既包含 了全国法学工作者长年辛勤耕耘
、

不 断开拓进取 的硕果
,

更重要 的是包含 了我们党
“

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
”

的正确路线方针的伟大
。

是 改革开放 的历史必然
,

导致 了国家及社会对法

律科学 的迫切需求
、

导致 了法学研究机构的大大繁荣发展
。

在
“

依法治国
,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
”
的宏伟 目标下

,

更进一步促进法学研究事业 与研究机构的深人发展
,

首要 的任务之一

就是重视与加强对各级各类研究机构 的研究与协调领导
,

这是摆在国家有关部 门与领 导 面前一个

迫切 的现实
。

参考文献

张友渔主编 中国法学四 十年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本书编 委 中国法律年鉴 一 年 北京 法律年鉴 出版社
,

一

司法部 中国司法行政年鉴 年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杨一凡主编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法制史 哈尔滨 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
,

刘海年 继往开来
,

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 学术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研室 中国检察年鉴 年 北京 检察出版社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附表一 」全国公安部 门法学研究机构览表

序序序 名 称称 主管部 门门 ⋯序序 名 称称 主管部 门门

警察技术研究所所 公安部部 公安信息研究所所 公安部部

刑事技术研究所所 公安部 ⋯ 天津消防研究所所 天津公安局局

公共安全研究所所 公安部 ⋯⋯⋯ 沈阳消防研究所所 吉林公安厅厅

警察法学研究所所 公安学会会 上海消防研究所所 上海公安厅厅
四 川消防研究所所 省公安厅 ⋯⋯ 警犬技术研究所所 公安部部

公安交通研究所所 公安部 ⋯ 公安第二科学技术研究所所 云南公安厅厅

附表二 全国法 院
、

检察院法学研究机构览表

序序序 名 称称 主 管管 ⋯序序 名 称称 主 管
‘‘

中国应用 法学研究所所 最 高人 民法叫叫 上海检察科技研究所所 上海检察院院
一一

检察技术 科学研究斯 一一 最高检察
一

叫叫冲冲
一

浙征检察科技研究斯 浙浙浙浙浙浙浙 江检察院院
检察理论研究所所 最 高检察院 ⋯⋯

’

河南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所 河南检察院院

山西检察技术鉴定 中心心 山西检察院 ⋯⋯⋯‘‘ 洛阳刑事技术研究所所 洛阳检察院院

辽 宁检察科学技术研究所所 辽 宁检察院 ⋯⋯, 海南检察技术研究所所 海南检察院院

沈阳检察科技研究所所 吉林检察院院 ⋯ 深圳检察理论研究所所 深圳 检察院院

大连检察科技研究所所 大连检察院院 法庭鉴定技术研究所所 北京高级法院院

〔附表三 〕全国司法行政部门法学研究机构览表

序序序 名 称称 主 管管 ⋯序序 名 称称 主 管管

预防犯罪与劳改研究所所 司法部 安徽劳改工作研究所所 省司法厅厅

司法鉴定技术 中心心 司法部 江西预防犯罪与劳改研究所所 省 司法厅厅

司法研究所所 司法部部 山东犯罪研究所所 省司法厅厅

上海犯罪改造研究所所 上海司法局 吉林劳改劳教研究所所 省 司法厅厅

北京劳改劳教研究所所 北京司法局局 ⋯ 四川劳改研究所所 省 司法厅厅

天津劳改劳教研究所所 天津司法局 云南预防犯罪与劳改研究所所 省司法厅厅

辽 宁犯罪改造研究所所 省司法厅厅 辽 宁司法研究所所 省司法厅厅

浙江劳改工作研究所所 省司法厅 ⋯⋯⋯⋯

〔附表 四 〕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法学研究机构览表

序序序 名 称称 主 管 序序 名 称称 主 管管

新闻法制研究中
,

自自 习匕京大学 ⋯⋯ 北京大学犯罪 问题研究中心心 北京大学学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 北京大学学 比较法与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 北京大学学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 匕京大学 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心

、、

北京大学学

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 北京大学学 北京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心 北京大学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序序序 名 称称 主 管 一序 。。名 称称 主 管管

少
、
民大学法学研究所所 北京大学学 律师学研究中心心 中国政法大学学

夕、 民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 北京大学 公司法研究中
,

合合 中国政法大学学

人 民大学 台湾法研究所所 中国人 民大学学 监狱史研究中心心 中国政法大学学

外交学 院国际法研究所所 外交学院院 法制心理研究 中心心 中国政法大学学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 习匕方工大 懊大利亚法研究中
,

自自 中国政法大学

军事法学研究所所 障安政法学院院 ⋯ 西北政法学院法研所所 西北政法 学院院

技术经济法研究中心心 障安交通大学学 马列 主义研究所所 西北政法学院院

航空大学法学研究所所 北 京航空大学学 高等法学教育研究所所 西北政法学院院
、、

南大法学研究所所 南开大学学 ⋯ 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心 西北政法学院院

中德经济法研究所所 南京大学 科技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心 西北政法学院院

厦大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 南京大学 扩式
一一一

西北政法学 院院台台台台台台港澳法研究 中心心心

山东大学法学所所 山东大学学 中亚 与东欧研究 中心心心

烟 台大学法学所所 烟台大学学 法律古籍研究所所 华东政法学院院

武汉大学国 际法研究所所 武汉大学学 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 博东政法学院院

环境法研究所所 武汉大学 中国涉外经济法研究所所 毕东政法学院院

香港台湾法研究所所 武汉大学学 法律文化研究室室 华东政法学院院

中山大学法研所所 中山大学 立法学研究室室 华东政法学院院

特 区法制研究所所 海南大学学 律师学研究室室 华东政法学院院

吉大法学研究所所 吉林大学学 律师业务研究室室 辱东政法学院院

山西大学法学所所 山西大学 ⋯ 社会治安研究室室 辱东政法学院院

公安学研究所所 公安大学学 比较法研究室室 华东政法学院院

侦察技术研究所所 公安大学学 港澳台法研究室室
‘
斧东政法学院院

人 口 学研究所所 公安大学学 大陆法学研究室室室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 中国政法大洲洲⋯ 国际经济法研究室室 华东政法学院院

中国法制研究所所 中国政法大学学 科技法研究室室 华东政法学院院

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所 中国政法大洲洲⋯
··

环境法研究室室 华东政法学院院

比较法研究所所 中国政法大洲洲⋯ 中南政法学院法研所所 ‘卜南政法学院院

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 中国政法大学学 比较法研究所所 ‘台南政法学院院

期货法研究所所 中国政法大学学 ⋯ 高等法学教育研究室室 旧 南政法学院院

法制系统工程研究所所 中国政法大学学 ⋯ 西南法大法研所所 西南政法大学学

罗马法研究中心心 中国政法大学学 ⋯ 法学高教研究所所 西南政法大学学

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心 中国政法大学学 司法鉴定研究中心心 居 南政法大学学

司法鉴定研究中
,

自自 中国政法大洲洲 港澳 台法律研究所所 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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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经济法研究所所 西南政法学叫叫 根据地法研究 中心心 西北政法学院院

罗马法与 民法研究中心心 西南政法学院
⋯⋯⋯

法律古文献研究中心心 西北政法学院院

法 国法研究 中心心 ··

⋯
劳改劳教科学研究 所所 中央 司法法

警警警警警警警官学院院

青少年犯罪研究室室 ··

⋯咧咧
一一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究 北京大学学

所所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律师学研究室室 西南政法学喇喇 南大 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 南开大学学

民族法研究室室 西南政法学叫叫 青少年法学研究所所 青年政治学院院

国际经济法研究中
,

合合 西北政法学叫叫叫叫叫

〔附表五 〕全 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它部 门法学研究机构览表

序序序 名称称 主管管 序序 名称称 主管管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

一 ⋯⋯
广东社科院法学所所 本 院院

天津社科 院法学所所 本院 四 社科院法学所所 本院院

辽宁社科院经济法研究所所 本院院 甘肃社科 院法学
、

社会学学 本院院
所所所

吉林社科 院法学所所 本院 宁夏社科院法学所所 本院院

黑龙江省社科院法学所所 本院 贵州社科院经济法研究室室 本院院

上海社科 院法学所所 本院 河北省社科院政法研究所所 本院院

江苏社科院政法研究所所 本院院 劳动科研院劳动法室室 劳动部部

浙江社科 院法学所所 本院 吉林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 司法厅厅

安徽社科 院法政社所所 本院院 福建省台清法研究所所 省政府府

福建社科院法学研究室室 本院
一 一一 福建省台湾法研究中心心 省人大常委委

江西社科 院法学研究室室 本院 台湾法研究 中心心 管理研究院院

山东社科院法学所所 本院 仲裁法研究所所 国际商会

河南社科 院法学社会学所所 本院院 上梅金融法研究中心心 市人民银行行

武汉市社科院法学研究室室 本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