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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文社科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首发交大学者实验法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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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李学尧、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葛岩和凯原法学院特聘访问教授秦裕

林等人合作的实验法学论文《认知流畅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日前发表在最新出版的《中国社会科

学》2014年第5期上。《中国社会科学》的用稿率为千分之二，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顶级期刊，并且该

刊是第一次刊登国内实验法学的论文，具有标志性意义。同时，该文也成为在我校社会认知与行为科学

学术研究平台上，通过跨学科研究团队的合作结出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学术成果。 

论文以充分的实验数据再次揭示大量心理-生理学的研究，说明人类的判断受到认知流畅度的影响

这一基本事实。研究团队在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课题资助的一项合作研究中，李学尧、葛岩和秦

裕林等人推测认知流畅度也可能会对司法裁判产生影响。为了验证他们的假设，相继通过对110名具有

法学背景的学生作为被试和133名职业法官作为被试的控制实验,该假设获得支持。实验结果和数据分

析、研究表明，两组被试在实验中都出现随认知流畅度不断降低，司法裁判会趋于严厉。虽然与学生被

试相比，法官被试对流畅度的影响有较强抵御能力，但最终也无法避免流畅度变化带来的认知偏差。 

随着认知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近十几年来，国际学术界探索将心理学，传统社会科学（如心理

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人类学、社会学）与脑科学的深度结合，使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成为一门前沿学

科。在这样的学术探索中，认知科学对法学研究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自然科学家直接将研究

触角伸至法学领域。在《科学》杂志2009年的七大热门主题，其中之一就是“法律与脑科学”。有一位

脑科学家在名为《神经科学彻底革新法律》的论文中大胆地宣称，神经生物学将“彻底变革法律”。尽

管其说法尚有争论，但自然科学对于法律研究的冲击却是不争之事。与此同时，法学界内部也出现了自

觉采用认知科学方法和理论开展研究的一批学者，并将研究触角伸向了所有的实体法和诉讼法领域，努

力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应用，从而对主流法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法律实践中，负责奥巴马政

府的白宫办公室信息和管理事务的行为法学家孙斯坦教授 (Cass Sunstein)就是一位在规制领域广泛使

用认知科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专家之一。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台后，内阁办公室专门成立了行为研究小

组，由行为心理学家组成，主要负责行为学方面的研究并对法律政策制定提供意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与政治效果。 

近年来，我校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学术敏感走向学术自觉，积极探索社会认知与行为科学与

认知神经科学、人因学与人工智能，以及遗传基因的跨学科研究，并积极与校内外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现了国内第一篇实验美学论文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第一篇传播效果实验论文

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这次首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实验法学论文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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