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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位：南京大学法学博士

岗位职称：副教授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研究领域：中国法律史（明清司法、民国法制）

法学理论（法律解释制度）

办公室：文济楼405

Email ：lixiangsen@nau.edu.cn

通讯地址：南京市浦口区雨山西路86号

邮编：211815

学习简历

2004.09 - 2008.07 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 法学学士

2008.09 - 2011.07 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 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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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 - 2016.07 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 法学博士

工作简历

2011.08-2013.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社科系教师

2016.07- 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教师

著作

独著《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参编《民国审计法规资料选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

主要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统一法律解释制度构建研究》（18CFX005）,课题负责人。

2. 司法部项目：《性别视野下明清女性诉讼行为研究》（17SFB3007）,课题负责人。

3.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明清司法运作与涉讼女性互动关系研究》（17FXD005），课题负责人。

4.中国法学会部级项目：《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研究》【CLS（2016）D22】，课题负责人。

5.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监审合一体制及其当下镜鉴研究》（2017SJB0326），课题负责人。

6.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研究基金课题：《民国时期政府审计制度研究》（GAS171007），课题负责人。

7. 南京审计大学国家级一流专业（法学）建设专项课题：《法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2020JG138），课题负责人。

发表论文

1.《法律社会史范式下的中国法律文明书写——读张仁善教授〈中国法律文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2.《民国时期徐永祚会计师对审计的贡献》，《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年第5期。

3.《加强职务保障，促进审计权依法有效行使》，《中国审计报》2019年12月11日第7版。

4.《论近代中国独立型审计制度及其历史启示》，《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5.《论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审合一体制及其启示》，《西南法学》2018年第1辑。

6.《论民国政府审计的财政司法监督性质》，《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7. 《论近代以来中国司法解释概念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8.《国民政府时期立法解释制度存废考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9.《论民国统一解释法令制度及其历史启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7年春季卷。

10. 《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学术探索》2016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1.《异化与回归:近代中国判例发展演变的轨迹》，《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2.《当前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以民国判例制度为参照》，《东方法学》2016年第1期。

13.《明清法律宣教对女性法律知识的影响》，《人民法院报》2021年2月19日第5版。

14. 《限制与保护:清代司法对涉讼女性的特别应对》，《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6期。

15.《传统司法裁判中的女性因素考量——以清代司法判牍档案为中心》，《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3期。

16. 《唐后期唐律的适用：以鱼玄机案为中心的考察》，载赵晓耕主编：《古今之平：唐律与当代刑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7. 《近代民事立法中的男女平等》，《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18.《论清代地方社会治理的司法实现——以徐士林〈守皖谳词〉为中心》，《西部法学评论》2017年第5期。

19.《论传统中国个性司法的发生及规制——以清代为中心的考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20.《论民国时期的少年司法制度建设》，《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年第4期。

21. 《儒家学说与现代民主关系探析》，《天中学刊》2015年第1期。

22.《包公断案中的个性因素探析》，《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第1辑。

荣誉奖励

1.第三届曾宪义先生法律史奖学金优秀博士论文奖（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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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十一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二等奖（2018）。

3.江苏省高校微课比赛，三等奖（2018）。

4.南京审计大学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2018）。

5.线上“南审好课堂”，二等奖（2020）。

6.南京审计大学教学大纲课程思政改造成果评比，二等奖（2020）。

Last Degree: Doctor of Law, Nanjing University

Job Title: Lecturer

Research areas: Legal History, Legal Culture

Office: Wenji 

Email：lixiangsen@nau.edu.cn

Address: No.66, Yushan West Road, Pukou District, Nanjing, China

Post Code: 211815

Learning resume

2004.09 - 2008.07Bachelor of Law, Law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2008.09 - 2011.07 Master of Law, History of Law, Law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013.09 - 2016.07 Doctor of Law, Law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Resume

2011.08-2013.12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07- Law School of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Subjects 

1. Research on the Case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Direction Cases System of the Present China, Jiangsu Province, 2014 Annual Ordinary 

UniversityGraduat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Project, Project Approval No. KYZZ_0005 (Moderator)

2. Research on the Judicial System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key issues, project approval No. 13SFB1002 (participants)

Published Papers

1. Li Xiangsen, 2016, On the Problems of System of Directive Cases and the Way to Solve: Compare with the Precedent System of Republic of China, 

Oriental Law, 2016 No.1;

2.Li Xiangsen, 2016, The Mechanism and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Personalized Justice of Traditional China,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16 No. 3;

3.Li Xiangsen,2016, Alienation and Regression: the Historic Track of Evolution of the Precedent System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Law

Edition) , 2016 No. 1;

4. Li Xiangsen, 2015,Restriction and Protection: Special Judicial Responses to the Female in Qing Dynasty,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5 No.6;

5. Li Xiangsen, 2015, On the Juvenile Justic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sues on Juvenile Crimes and Delinquency, 2015No.4;

6. Li Xiangsen, 2015,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Democracy, Journal of Tianzhong, 2015 No.1;

7.Li Xiangsen, 2014, Considerations of Female Factors in the Traditional Justice,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4 No.3;

8. Li Xiangsen, 2013, The Military Means to Safeguard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Journal of 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No.4;

9.Li Xiangsen, 2012,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Using of Military Means to Safeguard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Journal of 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No.3;

10. Li Xiangsen, 2012, Actively Using Legal Means to Safeguard the National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Military Political Theory Research, 2012 No.1

11.Li Xiangsen, 2012, The Application of Tanglv in Tang Dynasty: to fish mysterious machine as the center of the study, Zhao Xiaogeng: Justice ofAncient 

and Modern: Tang law and contemporary criminal law,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12.Li Xiangsen, 2010, The Role of National Legal Culture in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2010 No.4;

13.Li Xiangsen, 2010, Legal Interpretation ofthe Merchant of Venice, Edge Law Forum, 2010 No.2;

14.Li Xiangsen, 2010, Gender Equality in Modern Civil Legislation,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0 No.3;

15.Li Xiangsen, 2009, On the Individual Actors of Baogong Cases, Anhui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9No.1;

16. Li Xiangsen, 2009, Tang Taizong’s Human Nature Measures to the Prisoners, the Government System, 2009No.303.

Research awards

Li Xiangsen, 2014, the Fifth Zhang Jinfan Legal History Academic Foundation Outstanding Thesis Third Prize, Institute of legal history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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