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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珊君，女，浙江宁波人，1963年7月出生，汉族，2005年毕业于中国人

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获社会学博士学位，2009.10-2010.10哈佛大学亚洲研

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法社会学、社会理

论与社会治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担任中国社会学会法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三

届常务理事。

已独立出版专著、教材多部，包括《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法社会学

新探：一个学科框架与知识体系的构建》、《拿起法律武器》、《法社会

学》，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项目一项和其它项目多项，独立撰写并完成研究报

告《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研究：高风险社会中法律功能的扩张》（22万字），发

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绝大部分系CSSCI），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联系方式：zy13501358039@163.com
 

学习与工作简历：

2009.10-2010.10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2005.7-至今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

2002.9-2005.7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毕业，获博士学位

1994.6-2002.9深圳蛇口律师所律师、深圳泰来律师所、广东益商律师所合伙

人、律师

1992．9-1994.1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专业学习，1996．6取得硕士学位

1983.7-1992.9浙江宁海司法局干部、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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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法社会学、社会理论、社会风险治理

 
主讲课程：

法社会学、法律与社会研讨课、中国社会与法治、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分层

与流动、法社会学专题

 
研究成果：

著作类：

《法社会学新探：一个学科框架与知识体系的构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版，独著；

《法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独著，21世纪法学精品教

材大蓝皮系列，并获中国政法大学2014年度教学成果三等奖；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独著；

《拿起法律武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独著；

诗集：《江南雨》，中国诗刊社.长征出版社2004年版，独著；

《经济合同法新编》，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5年；参编；

《中国市场经济实用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参编。

论文类：

《深切缅怀我的导师郑杭生教授》， 系2019年11月9日，“理论自觉、实践

自觉与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论文，载李强 张建明  洪大用主编的

《郑杭生纪念文集》系列，张建明 冯仕政主编的《家国情怀 知行合一》；

《法社会学与邻近学科的比较研究》，系第九届“法律与社会”高端论坛的会

议论文，2019年10月12日；

《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难题及其对策研究》，载《社会建设》2019年第3
期，《人大书报资料（社会学）》2019年第8期全文转载；

《基于Mooc与翻转课堂理念的跨学科研究生教学模式探索——以“中国社会

与法治”课程为示例》，载法大《教育教学研究》2018年第3期；

《高风险社会的表现、特征及缘由——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中国视角》，

《西北师大学报》2018年第1期；

《我国上访治理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及其对策———以杨桂元上访故事为个

案》，《福建论坛》2016年第9期；

《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与路径：以北京市C区垃圾焚烧厂的个案研究为

基础》，《社会建设》2016年第４期；《人大复印资料》2016年第7期全文转

载；

《论高质量的大学专业课教材编著的原则、标准与程序》，北京市教委高

等教育教材建设获奖论文，《北京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征文》，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5年 6月版；

《论科学立法的总要求、路径与艺术》，《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 4
期；《新华文摘》2015年第17期观点摘登；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考察及其构建》，《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文

选》第16辑，2014年8月出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系统性梳理与各自特征的研究》，《河海大学学

报》2014年第2期；

《当代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变迁的新特征》，《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
期；《新 华文摘》2014年度第8期全文转载；

《科学立法的重要条件及其考察》，《学术界》2013年第12期；

《法律权威扩散的现代法治意义》，《学术论坛》2013年第9期；

《法律诞生与发展的精神源动力》，《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3年第4
期；

《法律诞生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7期；

中国语境下刑事诉讼律师的困境与法治：文化分析模式》，《学海》2012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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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

《关于社会管理格局和机制的创新》，民革中央2012年《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专题研讨会论文集》；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交互同构关系剖析》，《政法论坛》2011年第3
期；

《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探索》，《社会理论》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9年9月版；

《理论课程教与学的一点体会》，《法大教育教学研究》2008年第1-2期合

刊，《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文集》2008年版；

《中欧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化基础之比较》，《学海》2008年第4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8年第11期全文转载；

《就制定法与民俗习惯间张力论村治》，《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8年第

3期；

《现代化过程中构建和谐社会的结构性基础》，郑杭生主编：《社会建设

理论与实践创新》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书号即ISBN978-
7-208-7577-1/D1311）；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华东理工大学

学报（社科理论）》2007年第4期；2008年《新华文摘》第6期观点摘登；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学 海》2007年第2期；《人

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7年第7期全文转载；

《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提出及其本土实践研究》，《理论与现代化》，2006
年第3期；

《和谐社会与公共性》，《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1期；

《村治二论》，其中一篇为《转型期中国农村的公民权研究：东、北部村

民自治中的权利比较》，另一篇为《就制定法与民俗习惯间张力论村治》，

《亚洲与比较法杂志》2004年夏季号，芬兰发行；

《罪犯的本性、犯罪潜能及其社区矫正》，《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
期；

《鉴古观今论法制》，《东方法苑》1996年第1期，收编朱勇等著《读书

读人》，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民事（经济）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举证问题探析》，《法学评论》

1995年第6期。

 
科研项目：

主持并完成2017年校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跨学科研究生教学模

式探索——以中国社会与法治课程为示例。

主持并完成2015年关于北京市教委高等教育教材建设项目项下的校教改项目

一项。

主持并完成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理论研

究：高风险社会中法律的新功能》；批准号:11BSH006。写成研究报告一份

《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研究》，22万字，入教育部《高校智库专刊》。

2006.3-6:主持并完成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蔡定剑教授主持的中欧合作的重大

项目《反就业歧视》项目中的“全国就业歧视调查问卷”的设计和调查员培训

工作；

2003-2005：主持并完成教育部重点课题“华北农村八十年变迁研究”的子课

题“家庭生活情况综合调查”；
2003.9-10：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进行的《全国综合

社会调查：2003年城市问卷》北京片区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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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29
学校邮箱 l@ l d 查号电话 010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