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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法学研究群体和 
研究机构的形成和壮大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金英杰 

    
      我国社会法学研究群体和研究机构的发展与社会法学30年的发展是密切相
关的。回顾30年来社会法学研究群体和研究机构形成的历史，可以将其分为三个
阶段： 
一、社会法基本处于不发达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并没有即刻提出社会法法律部门的划分，自然也
没有形成社会法学研究群体和研究机构或有些虽形成当形同虚设，未发挥研究职
能。 
      “195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劳动法课程，这成为新中国劳动法学研究
的起点” 。随后其他普通高等院校也普遍设立了劳动法学课程。社会保障法课
程未见设立。虽开设了有关课程，但研究群体和研究机构并没有形成。这主要是
由于如下原因： 
1．多次政治运动，禁锢人们的思想，政治挂帅的结果使法律制度不能昌明，法
学研究不发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经历了1957年反右、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
革命多次政治运动，社会动荡，无法无天，法制建设曾停滞不前。政治运动对思
想的禁锢，使专家学者们不能自由地探讨和研究社会法现象，无论是在高校，还
是在政府机构，都没有专门研究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劳
动法学研究与法制建设遭遇了同样的待遇，长期没有发展。  
2．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研究劳动关系的迫切需要。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
劳动关系衍变为行政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全国实质上是处于一个（国
有）雇主之下的‘大工厂’，没有选择雇主的可能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
是企业的主人这些政治概念、集合概念充斥于社会，作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劳
动法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可能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可能发挥其协调作用，劳动
法更多的具有相当浓厚的行政法色彩。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劳动法学研究也不可能
达到应有的高度。僵化的经济体制也限制了劳动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其教学和
科研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尚有距离。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的单一性
和静止性，无市场经济之法劳动法产生的社会土壤 ，也无研究这一学科的紧迫
性。劳动法学课程在很多院校更多的是作为干部人事管理、劳动经济管理的内容
讲授，由于其本身的理论基础的薄弱以及劳动法在社会实践适用的有限性在法学
课程体系中不受重视。当时只有部分高校开设劳动法课程。以中国政法大学为
例，中国政法大学是1979年复办的，复办之初设有劳动法学课程，其时作为选
修课，由于当时的劳动法学课程内容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选修的学生数量
相当有限。从课程内容上，介绍劳动行政规范较多，理论深度不够。社会保障法
也尚不发达，在大多数法律院校未开设社会保障法课程。    
二、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 社会法学研究群体和研究机构初步形



成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法制建设逐步走向正轨，劳动法学课程在普通高等教
育院校中始得恢复。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迈进。1993年3月
29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1988年宪法规定的“国
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
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
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个以市场调节为主，资源配置依赖于市
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规则指导下的发展格局逐渐形成。这一时期，
国家的各项立法均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变化和发展，劳动立法也不例外。为建
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劳动制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我
国全面加强劳动立法，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劳动
法学研究及课程也开始受到重视，其学科地位有所提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
所最早成立了劳动法教研室，自1988年起陆续招收劳动法研究生和主办了高等
院校劳动法师资培训班。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起将劳动法学课程列为法律
系、经济法系、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其他如国际法系等也将其列为选修
课，使劳动法学课程进入了全校学生的视野。 
      社会保障法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纳入了立法视野。1985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首次提出：“我国将逐步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但由于其制度建设的相对缓慢和不完善，
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保障法学建设起步亦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普通高等
院校法律专业基本没有开设社会保障法学课程。社会保障法中的社会保险关系通
常是以劳动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因而被认为属于劳动法调整对象中“与劳动关系
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的范畴，归属于劳动法律部门。高等院校的法律专业将社
会保障法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法作为劳动法学课程的内容，社会保障法学并没有
取得独立学科地位。但毕竟社会保障法有独特的法学理念和理论知识，其法律调
整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劳动法调整关系的范畴，其作用在于达到更大范围的社会安
全。在法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法”体系。在社会保
障法尚未独立开设时，中国政法大学曾将其与劳动法学合并在一起，称为“劳动
与社会保障法学”，作为一门课程开设，但由于课时未增加，只能讲授皮毛，未
能探及学科的深奥。当其学科地位逐渐成熟后，自2004年起中国政法大学单独
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学课程，当然也是选修课。 
      在很多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自20世纪90年代后单独开设社会保障法课
程，甚至在人力资源管理院校出现了社会保障专业。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开
设了社会保障法课程，作为自考课程之一。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保障法的建设
受到重视，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四次宪法修
正案增加了“国家建立健全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内
容。 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签署、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２月28日批准了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
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随着社会保障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地位的不断提升，其课程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中获得广泛开设，原有的劳动法学
课程内容中的社会保险法部分将移之于社会保障法学课程内容中。 
      随着学科的逐步恢复，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群体或社会机构开始逐步形
成。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中国劳动科学研究
院，于1993年成立，1999年更名为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其职工半数以上
为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建院以来，组织完成了大量国家级、部级
和院级科研课题。其中，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 、 新时期就业方针研究 、 按劳
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问题研究和社会保险问题研究 等课题，为国家和
部门决策及制定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案设计。同时，还
为地方劳动保障部门以及社会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咨询服务和管理方案设
计。与国内有关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与首都经贸
大学联合培养了一批硕士研究生。研究开发了企业劳动人事管理系统软件 ，在
全国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与美国、俄罗
斯、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等。    
      在20世纪最后的数年内，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相继成
立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这有力地推动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研究。 
      这一时期，专门研究机构较少，反映了社会法研究尚不发达的状况。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现在，社会法学研究群体和研究机构大发展时期 
      将社会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重要的部门法，起源于20世纪初。
2003年3月1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本届立法工作目标
是：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七
个门类、三个层次。七个门类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
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三个层次指，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
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规定。其中提到应将
《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劳动合同法》、《农民权益保护法》、
《妇女权益保护法(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作为社会法类被列入
立法规划当中。至此在法学研究上才逐步明确采用社会法学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作为市场经济之法的劳
动法开始受重视，研究群体或者研究机构增多。据不完全统计，社会法学研究群
体和研究机构主要有： 
（一）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  
      2006年9月2日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代表会议通过而成立，现共124
人。多数为国内劳动法专家、学者，已经举办过2次年会。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法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室成立于2005年，主要从事社会法基本理论、劳
动法、医疗卫生法、教育法、住房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环境法等领域
的学术研究。现有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3人，另有兼职研究人
员数人。在经济法硕士点内设有社会法招生方向。  社会法学是我国法学研究领
域内极具潜力的新兴学科。本研究室的设立将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
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法学研究所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思想库
和智囊团作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社会法的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目前，本研
究室学者主编或者正在主编的刊物有《中国环境法治》、《社会法论丛》；研究
室的学者已经参与《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化学品污染防治法》、《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起草、论证和意见征求工作30余项（次），为各
级政府部门和高校、研究机构做学术讲座近70余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法论坛--改革开放与社会法三十年"研讨会于曾于2008
年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 
（三）山东省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  
      山东省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成立于2004年12月11日，挂靠在济南大学成
立大会。 须经山东省法学会批准 。为加强对社会法的研究，推动社会法的快速
发展促进和加快有关社会法的立法进程，完善现有的社会法律之间的整合和理论
层次的提升，推动济南大学法学院科研、教学的发展，济南大学法学院社会法研
究所于2002年6月正式成立。  济南大学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现有研究人员 34 
人，其中 16 人具有高级职称8 人具有博士学位，已经形成以学科带头人为重
点、以提高本所科研和教学水平为目标，建设并形成了一支高素质、懂业务的结
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和知识结构合理、精干、高效、团结的学术团队。 研究所力
求在社会法研究方面取得国内突破性成果。尤其注意社会法调整对象以及研究方
法的探索，着重描述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
求，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社会政策需求；在此基础上，研究民商
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和经济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和局
限，进而研究需要社会法如何满足其它法律部门未能满足的这种需求，并研究社
会法在满足这种需求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社会法研究所自成立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主要有：完成了山东省
委的项目《山东省社会进步与社会公正》，山东省软科学办公室的项目《山东省
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研究》，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山东省人口转变及其后
续社会保障问题对策研究》，山东省教育厅社科计划项目《山东省城市弱势群体
问题研究》，《青少年犯罪的社区控制模式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养老
社会化进程中的社区照顾模式研究》、山东省教育厅项目《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治
模式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个案》、济南市的《济南市槐荫区社区资源共享经
验研究》与《青少年犯罪的社区控制模式研究——以济南为个案》等多个科研项
目。  
      研究所围绕社会法研究发表了进行了大量的社学术论文，在《河北法学》、



《法学论丛》、《法学评论》、《山东社会科学》、《东岳论丛》、《济南大学
学报》、《理论学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多篇文章被《新华文
摘》全文转载，有数十篇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索引，对于促进我
国社会法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是学术性社会团体，下设理事会和秘书处，秘
书处设在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学会成立于2000年12月，由致力于劳动
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学者、法官、劳动仲裁员、政府部门
相关人员、律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工会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各方面人
士组成。学会成立以来，以繁荣我市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推动我国劳
动和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为宗旨。学会成立以来通过组织学会年会、劳动争议案例
研讨会、专题研讨会、专题笔谈会等多种形式，推动了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
的学术研究，加强了劳动法学和社会保障法学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和交流。
学会任务再进行学术研究，对实际工作能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案例研讨会（已办10次），通过对法
院、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供的热点、难点案例进行研讨，加强了相关部门的沟通和
交流，提高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水平，促进了各部门执法尺度的统一，规范了
企业在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劳动争议案例研讨会已经成为
北京劳动争议处理领域中具有较高层次和较大影响的专业研讨会，每年的研讨会
上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要领导还会向与会者通报本年度劳动争议案件的
审判处理情况以及处理过程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
议。 
（五）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 。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集科研、教
学、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研究所的宗旨是通过对劳动法和社会保
障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为国家立法提供参考，为实务部门提供法律咨询，
推动和繁荣我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研究和发展。研究所现有研究人员20余
人，分别来自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门。研究所
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教学、科研等活动，取得丰硕的成果。研究所承担了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并负责劳动法和社会保
障法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和培养；先后多次了承担教育
部、国家社科基金、司法部、国际组织等机构的重大课题，举办各种学术会议，
对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和学术研讨；积极参与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
障立法的起草、修订工作，提出立法建议；致力于推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
的合作与交流，已与国内外多所学术研究机构建立密切联系。此外，研究所主办
的定期学术刊物《劳动法评论》和“中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律网”，在劳动法
和社会保障法理论和实务界获得较高赞誉，已成为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研究与
交流不可或缺的平台。目前，研究所已成为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劳动法和
社会保障法的研究阵地。研究所成立以来，组织举办各种国际国内研讨会，促进
中外学者的交流，也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对话提供了平台。举办的主要学术会议
有：工伤保险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中国-法国社会保障法高级论坛、全国部分城
市劳动争议审判实务研讨会、劳动合同法研讨会和飞行员辞职法律问题研讨会。 
      除上述社会法研究机构外，还有如吉林大学社会保障法研究所、中国政法大
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研究所等。  
      结语：社会法作为一门边缘学科起步较晚，但在社会转型期尤为紧迫和重
要。因此，社会法学将迎来研究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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