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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马新福教授

[ 作者 ] 吉林大学法学院 

[ 单位 ] 吉林大学法学院 

[ 摘要 ] 马新福，教授，博士生导师，男，生于1943年1月，辽宁丹东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获奖情况有：

《法理学》获校级优秀著作奖；《法制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获校级优秀论文奖；《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教学改革》（教学成果）获国家

级二等奖等。 

[ 关键词 ]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

       马新福，教授，博士生导师，男，生于1943年1月，辽宁丹东人。 196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1978年2月回到吉林大学法律系任

教。现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法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吉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

员，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询委员，长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长春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曾任长春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长春市人大法制

委员会副主任，长春市法理学会会长，吉林省比较法学会秘书长等职。现为吉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兼职教授，鸡西大学特聘教授。

吉林省第二批省管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通讯地址：中国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

号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130012）开设课程：本科生：法理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法学概论、法律基础、民法学硕士研

究生：硕士研究生：法理学、法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法理学专题、法社会学专题、宪法学专题 对外交流： 1、全国法理学年会1986年11

月（重庆） 2、全国法社会学研讨会 1992年7月（上海） 3、法制现代化与法的精神研讨会1993年7月（武汉） 4、香港法律研讨会1994年

6月（北京） 5、现代法的精神研讨会1994年7月（大连） 6、世界法律大会1988年（北京） 7、香港法律研讨会1996年7月（北京） 8、世

界法哲学—法社会学大会2002年1月（香港） 9、香港法律研讨会1995年5月（上海） 10、中国法治之路与法律共同体研讨会2004年7月

（牡丹江） 11、法治、宪政、权利研讨会2004年7月（长沙） 12、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研讨会2004年12月（北京）承担课题： 1、法的社会

运行，中华社科基金项目，1988—1991年； 2、涉台立法思路，国务院港澳办项目，1994年； 3、现代企业制度的法理研究，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已结项； 4、法理学，校精品课程，2001—2005（2004年已完成）； 5、立法机制研究，教育部一般项目，2002—

2005（已完成）； 6、现代法制与现代政党，司法部重点项目，正在进行。获奖情况： 1、《法理学》获校级优秀著作奖，1996年； 2、

《法制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获校级优秀论文奖，1988年； 3、《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教学改革》（教学成果），省级一等奖，2001年

11月； 4、《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教学改革》（教学成果），国家级二等奖，2003年4月； 5、《法社会学原理》（专著），司法部优秀

著作二等奖，2003年2月； 6、《法学理论创新教学研究与实践》（教学成果），省级一等奖，2004年。主要著作：专著： 1、《社会主

义民主与法制》（第二作者）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读本》（第二作者）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法理学》（编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法社会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法社会学原理》，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立法论》（第一作者），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主编： 1、《宪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2、《法学概论通用教程》（上、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法律基础知识》（副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4、《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副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学海导读》（上、下）（副主编），吉林大学

出版社，1994年版； 6、《法学基础教程》，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宪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法理

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9、《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参编 1、《法学基础理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2、《法学基础理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法的一般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马克思主

义法理学—理论与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法律社会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理论、方法与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 1、《法的本质与时空定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文集》，鹭江出版



社，1986年版； 2、《中国法理学的重大问题》（第二作者），《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1年第2期； 3、《新时期中国法理学

的发展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4、《试论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与功能》，《政治与法律》，1991年第6期； 5、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二作者），1992年第4期； 6、《论法制度》，《当代法学》，1992

年第1期； 7、《新时期中国法学的发展概论》，《中国法律年鉴》（第二作者），1991年卷； 8、《论法系》，《政法论丛》，1992年

第1期； 9、《论法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0、《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弘扬契约精神》，

《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11、《香港基本法的几个理论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2、《法与精神文

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3、《司法自由裁量权合理运行的构成要件》，《当代法学》，1999年第1期； 14、

《东亚法治社会》，《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 15、《论法律人的养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8期； 16、

《中国古代法律服务初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3期； 17、《法社会引论》，《安徽大学法学评论》，2003年第3期； 18、

《法律思维的三个视角》，《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9、《劳动权的法社会学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2期，网络转载； 20、《论劳动权制度化》，《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网络转载； 21、《立法权的内在限度》，《法制与

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高教文摘摘录； 22、《契约伦理价值与权利走向》（第二作者），《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3期； 

2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宪法观》（第二作者），《长白学刊》，2005年第2期； 24、《法律共同体一般理论》，《全国法治与法律共同

体会议》（发表），2002年7月于牡丹江； 25、《论东亚法治社会》，《世界法哲学—法社会学大会》（发表），2003年1月于香港； 

26、《立法权的限制》，《法治 宪政 人权》会议发表，2004年8月于长沙； 27、《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中国法律体系研讨会》，2004

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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