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类论文格式(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法学类论文格式篇一

首先，公众参与的概念方面，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观点：一
是我国学者俞可平支持的广义说，即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
影响公共政策和民主生活的一切活动；二是以蔡定剑为代表
提出的互动说，即公众参与是决策者与收到决策影响的利益
相关人双向沟通和协商对话的过程；三是狭义说，即公众参
与是指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广泛吸收私
人参与行政决策、行政计划、行政立法、行政决定、行政执
行的过程，学者杨建顺对此观点予以支持。

其次，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价值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
行了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实现公民权利的意义，
李海青等学者认为公众参与行政过程是实现公民参政权、监
督权、自由表达权等权利的基本途径；(2)制约公共权力的作
用，俞可平等学者认为广泛的民主参与是防止政府腐（fu）败、
制约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3)提升决策科学性、合法性的意
义，王锡锌等学者认为公众参与有利于广泛调动多元化社会
的智识与信息，克服政府和精英立法弊端，从而实现决策的
科学性和包容性。

最后，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现状及问题方面，学者们肯定中
国公众参与逐步走向有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1)从参与素质看，蔡定剑在《走向宪政》一书
中认为，公众有较强的参与意识，但其本身参与技术和能力



的有限性限制了其参与范围；(2)从参与效果看，黄凤兰认为
参与和决策脱节，缺少信息反馈，进而削弱公众参与的动力；
(3)作为公众参与新类型之一的网络参与，学者林华认为关于
这种参与法规规范体系不完善，政府应对网络信息危机的能
力不足，导致网络政治空间可能会成为虚拟暴力和群体的事
件的导火索。

主要内容：

一、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基本理论

(一)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概念

(二)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

(三)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重要价值

二、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现状

(二)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三)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

三、完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建议

(一)建立激励机制，扩大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范围

(二)完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程序

(三)建立健全信息保障反馈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预期目标：通过该课题的探讨，加深公众参与理论的研究，
健全行政立法制度。



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价值分析法、逻辑分
析法

法学类论文格式篇二

随着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活动的展开，证据规则的建构以及完
善问题已经受到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普遍关注，早在90年代
初，在论及我国证据立法和理论研究中存在问题时，有学者
就已经指出，“对国外证据的一些重要成果，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在我国的教科书中，仅进行批判性介绍，没有充分
认识到这些证据规则对司法实践有和指导意义”并在完善我
国证据制度中明确提出，“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方向在于。
将一些司法实践经验，在应用证据方面行之有效的带有规律
性的重要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用来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
明活动。目前我国在具有控辩对抗特性的诉讼中，没有相应
的证据规则，就难以保证诉讼效率和对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
作者继而具体和分析了国外对抗制程序中的证据规则，在此
基础上，根据我国新刑诉制度的特点，按照合理，合法，适
宜三原则要求，提出了我国新的刑诉程序和证据制度中的证
据规则体系。

论文主要内容(提纲)：

一、证据规则的语义界定

二、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现状及完善

三、国外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据规则

四、确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五、研究和建立证据规则的必要性及意义

六、结论



进度安排：

一、第1-3周(3月5日——3月25日)撰写选题报告

二、第4——6周(3月26日——4月13日)撰写开题报告

三、第7——10周(4月14日——5月11日)论文初稿写作

四、第11——13周(5月12日——6月2日)修改初稿，完成二稿

五、第14——15周(6月3日——6月16日)，论文答辩

参考资料：

[1]笔者曾提出如果实行控辩举证制度，应从技术上向当事人
主义学习。详见《特色与问题——关于刑事庭审方式的对
话》，《现代法学》1996年第4期。

[2]见林顿编著《世纪审判》，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出
版，第99页。

[3](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第64页。

[4]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第1001条至1004
条，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中文版，
第130页。

[5](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第66页。

[6]见作者：刘娅琳李泉《刑事证据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出
版社20xx年12月1日第147页。



法学类论文格式篇三

这篇论文的写作进入尾声，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活也即将结束
了。回首这两年半学习生活，心中充满了温暖与感恩。在这
里，我结识了很多热情的同学和关心我的老师们，他们在生
活和学习中给我了真诚无私的帮助，让我觉得这两年半一直
生活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里。学校的教学资源如此丰富，
让我在校图书馆、电子图书馆内随时都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
的知识。本论文的完成，离不开学校领导的关心，老师、同
学、朋友及家人的帮助。

首先，向我的导师唐副教授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二年半以来，
唐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丰富的实务经验、严谨的治学态度
以及为人的宽厚谦逊，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学习道路。在论文
的写作过程中，从论文选题、到框架确定再到修改定稿，导
师都极具耐心地加以细致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敦促我反
复思考，对本文的完成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在本文完成之际，
谨向唐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还要感谢安徽xx大学法学院的老师们，你们不仅使我
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开拓了我的法律视野，这是各位
老师辛勤培养的结果，向各位老师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还
要感谢xx法专业20xx级热情洋溢的同学们，你们认真的学习
态度以及积极乐观的'生活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你们对我的
关心和支持，伴我顺利地度过了研究生的岁月。再次还要感
谢我的室友们，大家共同创造的良好寝室氛围，为我的论文
写作提供了集思广益的优越环境。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家人，
是你们始终如一的支持和信任让我跨越每一次学习、生活中
的挫折，你们是最爱我的人，更是我最爱的人，感谢你们！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搜集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感谢这些资
料文献的原创者，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也请各位原谅我的愚
钝，论文行笔必有疏漏之处，还请各位老师严加斧正。在此
感谢！



法学类论文格式篇四

题目：关于雇凶杀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研究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希望通过对雇凶杀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研究促进司法界
对于该类犯罪的关注，进而明确各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
司法判决中形成统一的'规定。

意义：将促进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于雇凶杀人这一特殊的犯罪
形式的进一步的关注，减少该类犯罪司法过程中过多的死刑
判决。

二、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雇凶杀人是一种复杂的犯罪现象，其中涉及人员众多，关系
复杂，对其刑事责任的认定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且目前我国
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对于雇凶
杀人犯罪概念的界定、雇凶杀人中各个行为人的法律地位及
其作用大小、雇主及被雇佣人的刑事责任程度等问题一直存
在争论，相应地，司法实践中对于雇凶杀人案件的处罚要么
过重，死刑适用过多，要么过轻，不足以震慑该类犯罪，因
此，如何认定雇凶杀人案件中各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大小及
其分配，成为目前实务界与理论界共同面对的课题。目前理
论界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雇佣犯罪这一整体现象，鲜有学者专
门针对雇凶杀人案件进行整体梳理。相信随着《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于雇凶杀人
这一特殊犯罪形式将展开更进一步的关注的。

三、论文的主攻方向、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本文主要是从雇凶杀人这一特殊的犯罪现象着手，主要通过
对雇主、转雇人、杀手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指出各个行



为人在典型的雇凶杀人犯罪和非典型的雇凶杀人犯罪中的刑
事责任承担依据，对雇凶杀人案件中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原
则进行展开论述，并着重针对雇凶杀人犯罪中犯罪未完成形
态问题进行研究。再次，针对如何限制雇凶杀人犯罪中的死
刑适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构想，主要有以下四点：(1)
改善法官的死刑价值观;(2)严格死刑适用的标准;(3)严格区
分主犯和从犯;(4)通过扩大适用其他刑罚减少死刑的适用。

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通过分析大量国内的雇凶杀人案件，研
究各个案件中犯罪实行者承担的刑事责任及最终判处的刑罚，
通过分析各个案件的性质及特点来进一步探讨各个行为人应
承担的刑事责任。

四、论文工作进度安排

20xx年x月申报论文选题方向，确定论文指导教师;

20xx年x月日与论文指导教师讨论，确定论文题目，下达任务
书;

20xx年x月日完成开题报告;

20xx年x月日完成论文初稿，提交论文指导老师;

20xx年x月日根据老师意见修改论文，定稿，获得参加答辩资
格;

五、论文主要参考文献

[1]赵天红：《“雇凶杀人”案件中的犯罪中止》，载《检察
实践》第6期。

[2]袁忠民：《雇佣杀人犯罪案件的特点、成因及其侦破对
策》，载《公安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3]郭海宁：《浅谈雇佣杀人案件的成因、特点及侦破对策》，
载《公安学刊》第3期。

[4]杨鑫森：《雇凶杀人案件犯罪心理分析》，载《法制与社
会》20第12期。

[5]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6]郭子贤：《雇凶杀人犯罪研究》，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第6期。

[7]聂立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
20版。

法学类论文格式篇五

作者：

年级：

专业方向：经济法

指导教师：

论文类型：专题研究

第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选题：商业银行委托贷款业务法律问题研究

委托贷款是指由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
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
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即受托人)只收取
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委托贷款由于涉及委托人、贷款



人与借款人等多方当事人和委托、借贷、担保等多种法律关
系，基于其关系的复杂性，理解并研究其中的各种法律关系，
对正确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依法保护社会资金和金融机
构的资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从委托贷款分类、法律特征、法律关系的性质等基础
理论入手，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的现状以及存在
的问题，从法律制度、商业银行、监管部门这三方面提出了
一点建议，以完善委托贷款法律制度。

第二、本选题所涉及的法律规定综述

根据查阅到的相关法律规定可看出，对委托贷款业务管理没
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现行的主要依据是《贷款通则》的有关
委托贷款的规定，但《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过于原则性，
并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特别是对于新发展起来的业务比如
集合委托贷款很难实施有效的管理；我国关于委托贷款纠纷
的处理依据散见于一些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法律层次较低，
增加了金融机构办理委托贷款业务的风险。

第三、选题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你个人拟形成的新见解

根据笔者所搜集和整理的资料，涉及委托贷款的文章大多只
是从某一方面对委托贷款进行理论上的阐述，朱克鹏《关于
商业银行委托贷款业务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一文中，对委托
贷款的法律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商业银行开展委托贷
款业务应注意的法律问题；仇京荣先生主要是从委托贷款合
同的角度来阐述委托贷款各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当事
人的诉讼地位；刘凌燕《浅析商业银行企业委托贷款风险》
一文中从资金来源、资金用途、法律关系、商业银行等各个
角度探讨了商业银行开展委托贷款业务的问题与风险，并从
监管部门、商业银行、法律层面提出来相应的对策；张学文在
《委托贷款及其法律责任探究》一文中主要探讨了委托贷款
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他认为应该依委托合同的一般原理并



以违约损害的过错归责原则为基础来确定委托贷款各方的责
任。很少有文章对委托贷款进行细致全面的研究。

本文拟形成的新见解为建议从法律层面明确委托贷款业务的
法律性质是一种间接代理关系，所谓间接代理，是以自己的
名义，为他人利益而为法律行为，使该法律行为的后果先对
自己发生，再转移于他人的行为。委托贷款行为完全符合间
接代理的法律特征，明确委托贷款行为的性质，对于正确处
理委托贷款纠纷意义是重大的。

第四、论文的结构、基本框架、主要论点、论据和研究方法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