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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拥军  副教授 

                    

  李拥军，副教授，男，生于1973年10月，汉族，天津宁河人。 

1997年7月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04

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12

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

政治学专业博士后研究人员。 

1997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工作，2002

年7月晋升为讲师，2004年10月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

研究中心任教。2008年10月被聘为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律文化学、法社会学。 

学术兼职：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 

通讯地址：吉林省前进大街2699号．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130012） 

电子邮件：yongjun1973@126.com 

开设课程：法理学、法律文化学 

人生格言：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对外交流： 

1、2001年8月参加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14届年会（兰州） 

2、2002年8月参加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15届年会（贵阳） 

3、2003年10月参加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16届年会（烟台） 

4、2004年7月参加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春） 

5、2004年11月参加“法治、宪政、人权”学术研讨会（湘潭） 

6、2005年5月参加首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论坛（长春） 

7、2005年7月参加首届西方法哲学暑期讲习班（长春） 

8、2005年7月参加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学期刊学术研讨会（长春） 

9、2005年10月参加中国法学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论坛（长春） 

11、2005年8月参加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18届年会（西宁） 

12、2005年11月参加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年会（广州） 

13、2006年7月参加第二届西方法哲学暑期讲习班（长春） 

14、2006年12月参加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19届年会（呼和浩特） 

15、2007年4月参加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年会（武汉） 

16、2007年10月参加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20届年会（南昌） 

17、2007年8月参加吉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长春） 

18、2007年11月参加“法学理论及司法实务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理论研讨会”（吉林省白山市） 

19、2008年9月参加第七届东亚法哲学大会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长春） 

20、2009年9月参加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北京） 

21、2009年10月参加全国外国法制史第22届年会（沈阳） 

22、2010年1月参加第三届部门法哲学研讨会（长春） 

23、2010年5月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长沙） 

承担课题： 

（一）主持课题 

1、性法律规范的社会文化基础研究，吉林大学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性权利与法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科技企业的融资与担保法律问题研究，辽宁省科技厅——沈阳工业大学特别委托项目 

（二）参加课题 

1、参加张文显教授、姚建宗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权利问题与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发展”的部分研究工作。 

2、参加姚建宗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兴权利研究”的部分研究工作。 



3、参加张文显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部门法哲学研究”的部分研究工作。 

获奖情况：  

1、2003年10月获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2002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 

2、2004年10月获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2003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 

3、2004年9月获吉林大学第11届研究生精英杯学术成果大奖赛二等奖 

主要著作：  

（一）专著： 

《性权利与法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二）参编教材： 

1、王肃元、刘光华主编：《经济法案例教学教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何勤华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姚建宗主编：《法理学》（新世纪法学创新教材），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主要论文：  

1、《试论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刘艺工合著），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 

2、《关于人民陪审制度难以执行根源的探讨》（与刘艺工合著），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

资料《诉讼法》卷1998年第6期转载。 

3、《从辛普森案透析美国的诉讼机制》，（与刘艺工合著），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4、《试论英国商法的演变、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与刘艺工合著），载《兰州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5、《试论现代欧美商法的发展趋势》（与刘艺工合著），载《经济与法》1999年第2期 

6、《从民族思维模式解析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7、《从美国的陪审制度看司法公正》，载何勤华主编：《20世纪外国司法制度的变革》，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8、《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民事主体制度与理念的历史变迁》，载何勤华主编：《20世纪外国民商法的变革》，法律出

版社2004年版。 

9、《司法仪式与法律信仰主义文化的建构》，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6期；收录于曾宪义主编：《法律文化研究》第2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10、《阴阳与因果：从民族思维模式对中西法律文化的一种解析》，载《美中法律评论》2004年12号（总第1卷、总第1期） 

11、《法学家之死与法律信仰》，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30日法治时代版；《清风苑》2004年第6期转载。 

12、《建构良法要尊重人性的逻辑》，载《检察日报》2003年7月30日法辩版。 

13、《“春秋决狱”的现代司法价值》，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22日法治时代版。 

14、《由武松杀嫂而引发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1日法治时代版。 

15、《鸣权利民，言法兴邦——记吉林大学法学院张文显教授》，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7日法治时代版。 

16、《司法仪式的文化意蕴》，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3月31日法治时代版。 

17、《口号的变迁》，载《深圳法制报》2004年3月6日法律服务版。 

18、《定分止争》，载《深圳法制报》2004年3月26日法律服务版。 

19、《磨坊主告倒国王》，载《深圳法制报》2004年4月1日。 

20、《国富民强的法宝》，载《深圳法制报》2004年4月6日。 

21、《愚公新说》，载《深圳法制报》2004年4月13日。 

22、《形式正义》，载《深圳法制报》2004年4月21日。 

23、《重刑未必灵验》，载《深圳法制报》2004年5月14日。 

24、《法律主体的变迁》，载《深圳法制报》2004年5月17日。 

25、《社会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的第一属性》（与叶美红合写），载《经济视角》2004年第2期。 

26、《民情：美国民主与法制的土壤——《论美国的民主》读后》，载《中西法律传统》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法治、宪政与人权”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与侯学宾合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CSSCI） 

28、《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民事主体制度与理念的历史变迁——对法律“人”的一种解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5年第2期(CSSCI)；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卷》2005年第7期“热点推荐”栏目全文转载；  

29、《论市民社会的权利——对个人、社会、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CSSCI)2005年第4期。 

30、《论权利的生成》，载《学术研究》(CSSCI)2005年第8期。 

31、《权利研究与中国劳动法观念的更新》，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5期。 

32、《论人类的权利》，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与侯学宾合写） 

33、《中国古代自然法中的人权思想》，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2月12日法治时代B2版 

34、《银行的VIP是对谁的VIP》，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9月28日理论与实践版 

35、《西方性犯罪的立法的特点》，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0月21日海外法域B4版 

36、《抓好软硬件建设，建设一流研究基地》，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7月21 日高校观察版（与黄文艺教授合写） 

37、《包公误判》，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17日法治时代B2版。 



38、《现代西方国家性犯罪的特点与趋势——关于完善我国当前性犯罪立法的特点与趋势》，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7期

(CSSCI)；收录于何勤华主编：《20世纪外国刑事法律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5月版。 

39、《判例法在中国的实行与缓行》，载《政治与法律》(CSSCI)2006年第6期。 

40、《宽容与不容：现代社会法对性调整的特点与趋势——以性权利为视角的考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CSSCI)2006年第6

期。 

41、《平凡中的伟大》，载《检察日报》2006年12月15日“绿海周刊”版。 

42、《掀开男权主义的面纱——对中国当代性犯罪立法文化的解读与批判》，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CSSCI)；《高等学校文

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3期摘要；收录于何勤华主编《混合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43、《从意识到话语：性权利观念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脉络》（与周绍强合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2期(CSSCI)。 

44、《性权利存在的人性基础》，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CSSCI)；《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4期摘要。 

45、《从斗争到合作：权利实现的理念更新与方式转换》（与郑智航合写），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CSSCI)；人大复印资料

《法理·法史学卷》2009年第2期全文转载。 

46、《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与刘雪斌、封霏合写，第二署名）

(CSSCI)；《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3期全文转摘；人大复印资料《法理·法史学卷》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 

47、《我国军婚特殊保护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3期(CSSCI)。 

  48、《我国法律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CSSCI)；《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5期全文转

摘；人大复印资料《法理·法史学卷》2009年第12期全文转载。 

  49、《从传统到现代：性法律理念的更新与调整方式的转换》，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4期(CSSCI)。 

  50、《权利与权力的分野与暗合— —对个人与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CSSCI)。 

  51、《中国环境法治的理念更新与实践转向——以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转型为视角》（与郑智航合写），载《学习与探索》2010

年第2期(CSSCI)。 

  52、《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警示》，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3期(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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