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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科学生留学德国四十年的
回顾与展望

———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

卜 元 石
*

内容提要: 基于对中国留德法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可以简要回顾改革开放四十

年来中国法科学生留学德国的基本情况。四十年来，中国法科学生留德数量不断增

加，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分布以及博士论文的选题方面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并且

一定程度上存在就读学校集中以及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集中的现象。中国留德法学博

士是中德法学学术交流的重要使者，其研究成果以德语发表，惠及德语区读者 ; 其

归国后若从事学术研究，亦有机会将其研究成果通过中文出版物传播，对于中国相

关法学学科视野的拓展、知识的丰富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中国留学生在

德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期间以及归国后重新融入国内学术圈所面临的困难的反思表

明，有必要从个人与国家两个层面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留学德国的契机，培养

中国的法律人才，并使之归国后更好地发挥才能。

关键词: 留学德国 法学博士学位论文 德国法 法教义学 留学国别主义

引 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善。各个部门法在回顾其成长历

程时，都或多或少提及了域外法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留学海外的学者群体无疑为

中国与其他国家法律领域的沟通与交流构筑了桥梁。虽然可供选择留学的目的国家有多个，

但因为清末以来中国法律继受的传统，德国对于很多有志于学术的学人而言，有着巨大的

吸引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法科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奔赴德国，希冀负笈归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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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律系教授。
本文在信息收集方面，获得方小敏、高旭军、周遵友、吴桂德、霍旭阳、刘培培、杨登杰的帮助 ; 对博士论文标

题中术语的中文翻译，获得雷磊、朱轶凡的指点 ; 在博士论文作者中文姓名的查找方面，金 晶、丁 天 立、佟 玲、
沈恒亮、徐杭、杨娟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文主要信息来源为德国国家图书馆目录、德国各个法律

院系之间的信息交流、部分德国法律院系网站、部分德国研究所的年度报告、部分中国大学网站，以及从个别德

国法律院系问询所得信息。博士论文的中文标题，能找到作者自译的版本 ( 此类为少数 ) ，则直接援用 ; 无法找

到作者自译版本的，为笔者所补充 ; 极个别标题较长或与中文表述习惯不同的，笔者加以简化和调整。作者中文

姓名无法查找的，在其音译后相应注明。



够为中国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学人留学德国，对于德国加深对中国法的

了解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这些中国学人学成归国之后，在中国法学发展和法治建设中发挥

了什么作用? 展望未来，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学人留学德国的契机，推动中德法律领域的

进一步交流与中国法学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德法学博士的毕业论文进行一个

初步考察，〔1〕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于中国法科学生留学德国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为此，

笔者共收集到中国留学生撰写的法学博士论文 302 篇。因为数量众多，尽管使用多种收集方

法，并得到多位留德法律界同行的帮助，但仍然难免疏漏，对此表示抱歉的同时也期待读

者予以指正。特别是少量博士论文因为完全不涉及中国法，寻找起来比较困难，疏漏部分

可能主要在这方面。

在对收集到的论文进行分析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本文讨论的对象只包括中

国大陆留学生，这是因为中国台湾学者进入中国大陆学术体制属于少数，而留德的中国台

湾学人对于我国台湾地区法律的影响，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也非笔者研究能力所

及。其二，在本文中，博士论文的年代以首次公开发表的时间为准。一般博士学位的获得

早于论文发表，但博士学位的获得时间有时无法查找。为了保证准确性，以发表时间为统

计标准。博士学位的获得与论文发表在时间上的迟滞一般在半年左右，但也有因为论文需

要修改才能发表的，推迟时间会达到两三年。个别尚未正式发表的博士论文以其通过时间

为准。其三，2018 年完成的论文有一部分还没有发表，但是作者已经通过答辩等环节，发

表只是时间问题。为了完整性，凡是可以收集到的也一并列入，但因为相关信息交流的滞

后，所以这一年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此外，2018 年的统计中也包括五篇于 2018 年完成但已

经于 2019 年初出版的博士论文。其四，因为涉及论文数目较多，限于篇幅，无法对所有论

文逐一提及，部分论文只列出作者姓名。〔2〕

一、博士论文基本情况分析

本部分首先对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数量、专业、选题

及其动因、就读高校及导师等方面。这里考察的信息很多记载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在早

期博士论文的最后还通常附有作者简历。此外，一些博士论文封底印有关于作者的简要介

绍。对于那些年代久远的论文，这一信息来源尤为重要，因为目前在互联网上也很难查找

这些作者的资料。
( 一) 数量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人数曲线图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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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丁天立 ( 南京大学与弗莱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 的调查，民国时期留德的法学博士总共 18 人，其中可以

找到其博士论文的有 16 人。
本文正文及其他脚注处未提及的留德法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包括 ( 按论文发表时间顺序 ) : 张曦、刘汉富、叶峰、
韩赤风、许浩明、石平、程岗、刘祚沩、刘懿彤、江清云、张芳 ( 音 ) 、丁凌、高菲 ( 音 ) 、肖军、刘静、黄

喆、谢立敏、郑海明、傅广宇、李忠夏、杜 晓 凡 ( 音 ) 、何 丽 行、杨 军、翟 巍、李 娜、高 薇、曾 燕 斐、赵 小

鹏、夏昊晗、王振、施埕、原野、张小溪、谢远扬、张抒涵、杨国栋、王立栋、严益州、黄笑岩、李运杨。



根据现有信息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第一篇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于 1989 年。〔3〕初期

留德人数很少，从 1989 年到 2000 年，一般每年一两个人、最多时有五个人毕业。当时与

国外联系比较困难，这些早期留学德国机会的获得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因为学术活动

结识了德国学者或通过早期从事比较法研究的中国学者的引介，才能够联系到导师，一些

回忆性文章也记载了当时的情形。〔4〕早期留学生在赴德前多在高校、研究机构工作，也有

少量在政府部门、法院系统任职。北京的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当时在国际交流方面占据很大优势，而南京

大学与德国哥 廷 根 大 学 签 有 合 作 协 议，两 校 教 师 的 互 访 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中 期 就 已 经 开

始。〔5〕2001 年到 2009 年，在德国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快速平稳增长，通常每年

可以达到接近 10 名博士毕业的水平，在 2010 年之后跃升为年均 15 － 20 人左右，2015 年后

提升到每年 20 人以上。从比例上看，1989 － 1999 年共有 25 篇中国留德学生的博士论文发

表，2000 － 2009 年共有 86 篇，2010 年之后共有 191 篇。德国每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超

过千人，〔6〕所以中国学生所占比例还是非常小的，但目前已经构成外国留学生在德国攻读

法学博士学位的重要群体。

中国留德法学博士生在数 量 上 增 长 有 其 原 因。20 世 纪 90 年 代 末，随 着 中 国 经 济 的 发

展，留学国外 在 法 学 专 业 学 生 中 越 来 越 普 遍。相 比 英 语 国 家，德 国 法 学 发 达、费 用 又 低，

因此成为中国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几个中德合作办学项目〔7〕每年向德国共输送

30 名左右的硕士生，其中一些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并且也带动了一些相识的同学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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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最早一批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已经来到德国，如王延风女士于 1982 年

开始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张颖女士于 1985 年开始在哥廷根大学 学 习。等 到 她 们 启 动 博 士 学 业 时，就 已 经 到

80 年代末了。
参见陈兴良: 《耶赛克教授与中国刑法学》，《刑事法评论》2011 年第 1 卷，第 96 页以下 ; 王晓晔: 《我的反

垄断法研究之路》，http: / /www． iolaw． org． cn /showArticle． asp? id = 3687，2019 年 3 月 10 日最后访问。其 中，

汉堡私法马普所的门策尔 ( Frank Münzel) 教授与慕尼黑知识产权马普所的阿道夫·迪茨 ( Adolf Dietz) 教授

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很多早期中国留学生在论文序言中都提及了这两位教授。
Blaurock，Rückblick auf 30 Jahre DCJV，ZchinR 2016，307 ; 杨冬、王为民: 《书生意气自纵横———访南京大学法

学院代院长、法学博士邵建东教授》，《法学天地》2001 年第 7 期，第 19 页。
参见王洪亮: 《德国法学博士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法学教育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44 页。
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于 2004 年成立，2006 年开始向德国选派留学生。成立于 1984 年的南京大学中德经

济法研究所 ( 后于 2001 年更名为中德法学研究所 ) 在 2000 年中期也扩大招生。同济大学中德国际经济法研

究所也于 2013 年开始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与柏林洪堡大学合作，但该项目目前还未有留德博士毕业。



学德国，加之一些资深学者推荐其学生到德国留学，这样使得整体上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攻

读法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迅速增加。但是，语言障碍使得法学专业中国留学生增长的数量实

际上仍然非常有限。此外，中国留学基金委于 21 世纪初开始资助中国学生在海外完成博士

学业，使得有志深造的学生比较容易获得奖学金，大幅改变了留学德国的总体状况。在此

之前，中国留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依靠德国基金会如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 DAAD) 与德

国各个政党基金会的资助。这些德方提供的奖学金的资助力度与规模，与中国留学基金委

相比有一定差距，所以在今天，这些德国基金会的资助作用已经从主导型变为辅助型。总

体上，自费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比较小。
( 二) 专业与选题

在部门法分布方面，博士论文中民法方向 68 篇，刑法方向 31 篇，公法方向 20 篇，其

他方向 183 篇。〔8〕中国博士生对于专业的选择，除了出于兴趣，还有出于今后就业的实际

考虑。特别是，如果并非有明确意向进入高校工作，选择民商法是通行的做法。对于那些

目标坚定、有志于从事学术的学生，专业方向的选择与该专业中国现有知识谱系对特定域

外知识的需求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确定专业方向之后，中国博士生在选题方面总体来看存

在下面三个特点 :

首先，大多数博士论文都是中德法律比较，这也能体现出留学德国的意义，即通过对

德国法的研究发现中国法的特点与改进的可能。但这类比较法研究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

不同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目前网络的发达与中国学术文献的飞增、德国文献更新速度的

加快，使得保持对两国法律发展的追踪需要很大的投入，否则无法保证研究的时效性。因

此，也出现了一些以中国法为主，间或与德国法进行对比的论文。此外，不少论文也把美

国法作为比较对象之一。

其次，一定程度上，选题 取 决 于 特 定 时 期 中 德 两 国 彼 此 之 间 对 相 关 法 律 知 识 的 需 要。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中德贸易增加，德国经济界自然就产生了对于

中国合同法以及产品责任方面法律信息的需求，〔9〕因此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篇针对中国买卖

合同的博士论文及一篇关于产品责任的论文。〔10〕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留德学生的博士

论文也有与中国立法进程相吻合的情况，特别突出的是在物权法方面，〔11〕而侵权法的论文

最早也在 2007 年左右才出现，〔12〕这可能与中国当时侵权责任法的起草与制定有很大关系。

最后，外国博士生在选题方面与德国本土博士生有一些不同，后者更倾向于选择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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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此处以德国法学一般划分方式为参照，把部门法划分为私法、公法与刑法三大领域。在这一体系中，私法的

概念作广义理解，包括商法、劳动法、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等特别私法在内。
参见奥托·桑德罗克 ( Otto Sandrock) 为丁强所著《中德产品责任比较》撰写的前言 ( 2004 年 ) 。
徐国建: 《中国国际买卖法的适用问题》 ( 1994 年汉堡大学 ) ; 苏颖霞: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

货物约定品质 : 中德比较》 ( 1996 年波恩 大 学 ) ; 郑 晓 清: 《从 风 险 承 担 的 角 度 看 合 同 履 行 障 碍 时 的 风 险 分

配 : 中国、德国、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比较》 ( 1996 年哥廷根大学 ) 。
最早的物权法论文在 2004 年、2005 年才出版，分别为张双根: 《公示原则与动产意定取得》 ( 2004 年柏林洪

堡大学 ) ; 周梅: 《间 接 占 有 的 返 回 请 求 权》 ( 2004 年 帕 绍 大 学 ) ; 王 洪 亮: 《不 动 产 担 保 物 权 中 德 比 较》
( 2005 年弗莱堡大学 ) 。
焦美华: 《中德精神损害与损害赔偿比较》 ( 2007 年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 ; 姜龙: 《德国民法典第 280 条以下

及第 311a 条第 2 款中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辨析》 ( 2011 年美因茨大学 ) ; 张红: 《死亡、侵害人身权与健康权

损害赔偿中德比较》 ( 2013 年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 。



的话题。而外国博士生特别是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则更加关注学说史，对于在德国已经形成

定论的题目也抱有浓厚兴趣。当然，通常博士论文的选题都是基于导师的建议，这使得中

国博士生的选题也更加倾向于德国法语境的时效性，但从中国视角来看却可能比较冷僻。
1 ． 私法领域

自民国以来，中国民法 的 知 识 结 构 与 概 念 体 系 就 主 要 源 于 德 国。因 此，为 研 习 民 法，

留学德国似乎无需特别理由。中国留学生的论文涉及了民法的所有领域 : 民总、合同、物

权、不当得利、侵权、婚姻与继承法。在民法中，担保法特别是担保物权是研究最多的领

域，共产生博士论文 13 篇，有史伟所著 《中德信贷担保法比较》 ( 1999 年雷根斯堡大学 ) 、

王洪亮所著 《不动产担保物权中德比较》 ( 2005 年弗莱堡大学) 、丁晓春所著 《简单所有权

保留》 ( 2008 年法兰克福大学) 、胡晓媛所著 《中德所有权保留制度比较研究》 ( 2008 年拜

罗伊特大学) 、欧阳苏芳所著 《德国民法典中的共同土地抵押权与共同土地债务》 ( 2009 年

帕绍大学) 、罗静 ( 音) 所著 《抵 押 中 德 比 较 研 究》 ( 2011 年 不 来 梅 大 学 ) 、庄 加 园 所 著

《让与担保缺乏公示性引发的利益冲突》 ( 2012 年科隆大学 ) 、袁力所著 《担保的抽象性设

定作为意思 自 治 的 根 本 表 达》 ( 2012 年 哥 廷 根 大 学 ) 、李 诚 所 著 《中 德 两 国 保 证 比 较》
( 2014 年明斯特大学) 、刘英所著 《不动产担保中德比较》 ( 2014 年耶拿大学 ) 、祁悦实所

著 《质押与让与担保基本原则的中德比较》 ( 2016 年耶拿大学) 、何蓉所著 《中国法中的不

动产抵押》 ( 2016 年帕绍大学 ) 以及傅梅瑛所著 《抽象担保中德比较》 ( 2016 年弗莱堡大

学) 。这一领域论文的集中源于德国物权法对于中国物权法的 影 响，特 别 是 物 权 行 为 无 因

性〔13〕作为德国法中的 “招牌”，吸引了众多中国学人投身于对此问题的研究。

商法方面，虽然通常感觉在总论领域德国法的影响较大，在商事单行法领域，德国法

对中国法的影响有限，但事实上，公司法、破产法都为中国博士生所青睐，产生了大约 40

篇论文。但他们很多人毕业后都从事了实务工作，直接影响到其在德国所学转化为中文法

学知识。破产法领域共产生博士论文 11 篇，除了后面将提及的葛平亮与洪艳的两篇，还包

括许德风所著 《担保物权人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地位 : 一项对德国、美国与中国法的

比较分析》 ( 2008 年慕尼黑大学) 、王艳柯所著 《中德破产法中根据破产重整计划的企业重

整 : 特别是债权人的分组》 ( 2009 年弗莱堡大学 ) 、沈恒亮所著 《中德破产法中的别除权 :

德国经验与中国实践》 ( 2009 年雷根斯堡大学 ) 、何旺翔所著 《重整程序框架下的企业收

购》 ( 2012 年 慕 尼 黑 大 学 ) 、贺 超 ( 音 ) 所 著 《中 德 破 产 程 序 比 较》 ( 2013 年 马 尔 堡 大

学) 、徐杭所著 《中国破产法 : 法历史与比较法研究》 ( 2013 年弗莱堡大学 ) 、何人可所著

《中国破产法中的重整 : 与德国与美国破产法比较》 ( 2015 年耶拿大学 ) 、赵天书所著 《破

产开启程序中债务人财产保全的中德比较》 ( 2016 年汉堡大学 ) 、吴彬所著 《从德国经济伙

伴对比的视角看中国破产程序》 ( 2017 年奥格斯堡大学 ) 。这些研究既有对破产法的整体评

价，也有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关注，与其在国内比较边缘的地位相比，破产法在德国是一个

为中国博士生所青睐的领域，但毕业后从事学术研究的仅有四人。〔14〕

公司法方面的 论 文 数 量 可 观，且 有 一 定 规 律 可 循。一 是， 公 司 治 理 是 一 个 明 显 的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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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直接以此为题的还有涂长风: 《抽象的处分与有因的负担? ———论把法律行为认定为处分行为还是负担行为对

于判断其抽象性还是有因性的无意义性》 ( 2007 年波恩大学 ) 。
分别为许德风、何旺翔、赵天书、葛平亮。



点，〔15〕这是因为中国公司法关于监事会的规定源于德国，但实践运行却并不理想，所以追

本溯源地研究德国监事制度也容易理解。此外，德国公司治理中的员工参与也是其特色之

一，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国学人的注意。二是，研究对象中有限责任公司〔16〕与公司并购〔17〕

是重点。这三个关注点之外的论文数量就非常有限了。〔18〕

知识产权是一个国际化很强的专业，而且在中国构建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的初期，德

国积极参与，〔19〕使得最早在德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人选择知识产权方向的人数不

少，这一兴趣一直持续至今。在 过 去 的 四 十 年 中，相 关 论 文 覆 盖 了 知 识 产 权 的 所 有 方 面，

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地理标志、企业名称等。〔20〕

此外，竞争法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一个重点方向。改革开放初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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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乔文豹: 《股份公司中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的斗争》 ( 2004 年哥廷根大学 ) ; 胡晓静: 《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

问题———以中德比较为基础》 ( 2006 年科隆大学 ) ; 丁佳: 《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法作为中国企业监管的组成

部分》 ( 2011 年图宾根大学 ) ; 张海晨: 《公司治理中的员工参与 : 中德比较》 ( 2013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杨

大可: 《比较法背景下中国上市股份公司监督机制的选择》 ( 2014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陈霄: 《中德股份公司

中的管理与监督比较研究》 ( 2015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闫文嘉: 《小股东代表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 美国、欧

洲和中国比较》 ( 2016 年汉堡大学 ) ; 张怀岭: 《封闭性公司董事义务研究———以德国、中国以及欧盟有限责

任公司 ( 草案 ) 比较为基础》 ( 2017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高旭军: 《有限责任公司中财产混同作为责任前提》 ( 2001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白江: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回

购》 ( 2005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孙立峰: 《有限责任公司财产固定用途中德比较》 ( 2010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蒋舸: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发展比较研究》 ( 2011 年萨尔大学 ) ; 赵守政: 《中德有限责任公司危及公司生存

时股东的责任》 ( 2014 年明斯特大学 ) ; 余永利: 《有限责任公司实物出资》 ( 2017 年弗莱堡大学 ) ; 李云琦 :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向第三人转让 : 中德比较研究》 ( 2018 年弗莱堡大学 ) ; 王亚飞: 《中德设立中有限责任

公司比较》 ( 2018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马倩: 《公司并购中物的瑕疵》 ( 2007 年萨尔大学 ) ; 章贺铭: 《企业收购履行障碍比较研究》 ( 2009 年耶拿

大学 ) ; 郑观: 《恶意收购中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行为义务》 ( 2012 年波恩大学 ) ; 杨娟: 《上市公司恶意收购中

的防御措施中德法律比较》 ( 2015 年哥廷根大学 ) ; 佟玲: 《上市公司并购中不受欢迎的股东》 ( 2015 年耶拿

大学 ) ; 任宏达: 《特殊目的公司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 ( 2017 年耶拿大学 ) 。
吴越: 《中国企业集团与跨国公司法律问题》 ( 2003 年法兰克福大学) ; 杨继: 《股份公司的代理体系》 ( 2005 年

法兰克福大学) ; 主力军: 《上市公司股份发行招股说明书责任》 ( 2005 年奥格斯堡大学) ; 丁勇: 《股份法中股东

撤销诉讼的滥用》 ( 2011 年慕尼黑大学) ; 王鲜蕊: 《无表决权的优先股———法教义学与法事实》 ( 2016 年耶拿大

学) ; 余佳楠: 《中德公司股东贷款的特别处理》 ( 2017 年柏林洪堡大学) ; 邹青松: 《退市时的小股东保护 : 中

德法律比较》 ( 2018 年科隆大学 ) ; 霍旭阳: 《中国公司法与投资法中的股东协议》 ( 2018 年弗莱堡大学 ) 。
“80 年成立的中国专利局可以说是中德合作的结晶。德方对中国专利局从人员到物力上的大力协助一直延续

了十多年。”见《中德政府法 治 对 话》，http: / /www． china． com． cn /chinese /ch － yuwai /216200 ． htm，2019 年 3
月 10 日最后访问。
韦之: 《中国著作权保护》 ( 1995 年 慕 尼 黑 大 学 ) ; 刘 晓 海: 《企 业 商 业 秘 密 的 法 律 保 护》 ( 1999 年 汉 堡 大

学) ; 单晓光: 《中国法律交易中的专利权与技术秘密》 ( 2001 年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 ) ; 周兴生: 《德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在中国语言学方面的继受与文化特征的考量》 ( 2003 年汉诺威大学 ) ; 罗莉: 《网络版权开发与

保护的法律新发展比较研究》 ( 2004 年科隆大学 ) ; 于迅 ( 音) : 《著作权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 中德对比》
( 2005 年哥廷根大学 ) ; 刘雪琳: 《职务发明中德比较》 ( 2008 年特里尔大学 ) ; 喻玲: 《关于混淆与误认保护

的中德比较研究》 ( 2009 年拜罗伊特大学 ) ; 曹晶晶: 《专利保护在中国的实施》 ( 2010 年慕尼黑大学 ) ; 王

旭明: 《中国新专利法对化学和药品专利的保护》 ( 2011 年慕尼黑大学 ) ; 乐思成: 《互联网域名及其作为商

标使用的法律问题 : 中德比较》 ( 2012 年拜罗伊特大学 ) ; 梁思思: 《生物制药工业处理基因专利的反公有地

( anticommons) : 以设立专利池为策略》 ( 2012 年慕尼黑大学 ) ; 李里晶: 《著作权通过集体管理组织集体管理

的中德比较》 ( 2012 年法兰克福大学 ) ; 张轶: 《中 国 知 识 产 权 法 和 债 法 中 的 许 可 合 同》 ( 2014 年 慕 尼 黑 大

学) ; 钟莲: 《在国际立法影响下地理标志在中国的法律保护》 ( 2014 年慕尼黑大学 ) ; 李鑫: 《中德著作权法

比较研究》 ( 2015 年马尔堡大学 ) ; 陈戈: 《著作权与国际谈判》 ( 2017 年哥廷根大学 ) ; 段路平: 《标识法中

的相同名称 : 中德比较》 ( 2017 年慕尼黑大学 ) ; 汪叶: 《中国网络版权法保护》 ( 2018 年弗莱堡大学 ) ; 武

卓敏: 《生物技术发明在中国的法律保护与国际发展》 ( 2018 年慕尼黑大学 ) 。



留学生就已经选择了这一方向，这在当时非常超前。20 世纪 80 年代，反垄断法在中国还是一

个非常陌生的概念。江平在其给位于德国汉堡市的私法马普研究所的中国法专家门策尔教授七

十寿辰的贺词中写道，他在 1984 年随中国代表团访问欧洲时，第一次了解到有反垄断法这样

的法律存在。〔21〕基于进一步了解这方面法律的想法，江平当时推荐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

程建英到德国汉堡马普所，追 随 当 时 所 长 恩 斯 特-约 阿 希 姆·麦 斯 特 迈 克 尔 ( Ernst-Joachim
Mestmcker) 教授攻读反垄断法的博士学位。大约在同一时期，南京大学的教师张颖来到哥

廷根大学，1990 年在乌尔里希·伊蒙伽 ( Ulrich Immenga) 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 《限制

竞争作为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 1 条中的关键要件》的博士论文。之后，王晓晔、邵建

东、方小敏也分别在汉堡马普所与哥廷根大学完成了与竞争法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垄

断法出台后，这一领域的受关注度也没有降低，并且与一个新兴的领域———规制法，共同构

成中国留学生的兴趣点。〔22〕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企业集中审查方面产生了七篇论文，这些

研究覆盖了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王晓晔所著 《中国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 基于对美、德并

购审查的比较研究》 ( 1993 年汉堡大学) 、陈兆霞所著 《欧洲并购审查改革后的法律问题: 对

于欧美并购审查的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反垄断法的影响》 ( 2008 年法兰克福大学) 、袁嘉所著

《欧洲、美国、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合营企业》 ( 2012 年波恩大学 ) 、周万里所著 《经营者集

中救济措施和银行援助救济措施的法律与经济学分析》 ( 2014 年波恩大学 ) 、赵婷婷所著

《中国企业并购审查法》 ( 2015 年慕尼黑大学 ) 、金枫梁所著 《企业集中审查的启动门槛》
( 2015 年柏林自由大学 ) 、黄晓洁所著 《欧盟与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合营企业》 ( 2019 年纽伦

堡大学) 。论文在这一领域大量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德国法律实践对这方面知识的需求较大。
民事诉讼法的论文出现得比较晚，大概从 2008 年开始有一些民事诉讼法的博士论文发

表，研究对象包括 临 时 救 济 ( 周 翠 2008 年 海 德 堡 大 学 ) 、非 金 钱 ( 债 权 ) 执 行 ( 赵 秀 举

2008 年拜罗伊特大学) 、集团诉讼 ( 张陈果 2009 年法兰克福大学 ) 、民事证据 ( 吴枚 2010
年海德堡大学) 、真实义务与协同主义 ( 任重 2013 年萨尔大学 ) 、诉讼标的 ( 马丁 2013 年

弗莱堡大学) 、交通事故中的证明责任 ( 欧元捷 2017 年慕尼黑大学) 、债务人异议之诉 ( 金

印 2019 年海德堡大学) 以及和解程序 ( 见后文) 等。过去，中国民事诉讼法因为多位知名

学者均有留日背景，受日本法影响较大，而日本民事诉讼法继受自德国，所以留学德国在

概念、话语体系的可对接性方面不存在隔阂，而且可以绕过日本法直接从德文文献中获得

德国法的最新内容。在知识获得方式方面的优越性，使得有志于学术的优秀年轻学者把民

事诉讼法作为主攻方向。此外，也有中国博士生论文涉及仲裁法，〔23〕但德国仲裁业并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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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Jiang Ping，Herausragender Kenner des chinesischen Rechts———wahrer Freund des chinesischen Volkes，ZchinR 2007，

S． 130 ( 由 Marcus Nestle 译为德文 ) ．
除下文专门提及的企业集中审查外，反垄 断 法 领 域 还 有 下 列 论 文 产 生 : 董 一 梁: 《中 国 电 信 规 制 中 的 并 网》
( 2009 年汉堡大学 ) ; 刘鸿雁: 《欧盟与中国竞争法中的定期船联盟》 ( 2010 年汉堡大学 ) ; 于馨淼: 《论欧盟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代替反倾销法的可能性》 ( 2010 年哥廷根大学 ) ; 刘阳: 《电网收费的成本取向》 ( 2012
年波恩大学 ) ; 李升: 《国家监管与竞争张力中的电力经济 : 中德法律比较》 ( 2015 年拜罗伊特大学 ) ; 王艳

虎: 《网络经济中的行业规制与一般竞争法监管 : 以电网与电讯行业为例的中德比较》 ( 2016 年柏林自由大

学) ; 剌森: 《欧盟与中国竞争法的私人赔偿诉讼》 ( 2016 年汉堡大学 ) ; 张芸: 《反垄断赔偿诉讼中适格被告

的中德比较》 ( 2018 年柏林自由大学 ) 。
仲裁法方面共有 3 篇论文，包括孙珺: 《德国与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历史与法律观察》 ( 2002 年马尔堡大

学 ) ; 张志: 《仲裁改革中的自由化、国际化和本土化: 〈贸法会仲裁示范法〉背景下的中德仲裁法改革比较

研究》 ( 2012 年海德堡大学 ) ; 王源: 《最高人民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作用》 ( 2018 年哈勒大学 ) 。



达，所以中国博士生选择这一方向的比较罕见。

劳动法很早即为中国留学生所关注，共有八篇论文发表。〔24〕

2 ． 刑法

中国刑法学界对于德国法的重视大概始于 21 世纪初。虽然早期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撰写

的法学博士论文中就有三篇的研究对象为 刑 法 问 题，〔25〕但 在 1993 年 到 2004 年 的 十 余 年

间，未产生一篇新的刑法博士论文，而在 2007 年之后，又每年都有刑法博士论文发表。个

中原因，值得揣摩。一方面，中国在 2003、2004 年间开始的就犯罪构成四要件与三阶层理

论的论辩，直接引发了对于德国刑法知识的需求。〔26〕一些与德国刑法学者有联系的中国刑

法学者，开始推荐中国学生赴德攻读刑法博士学位。国内资深刑法学者对于德国刑法的认

同，直接鼓舞了青年学者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热情。而这些青年学者学成之后，大都进

入中国学术界，也使得德国刑法教授更加有动力接纳中国学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值得

一提的是，位于德 国 弗 莱 堡 市 的 刑 法 马 普 研 究 所 在 过 去 四 十 间 共 培 养 了 中 国 刑 法 博 士 14

名，除了早期的两名博士，其他人都活跃在高校与科研机构中。此外，德国刑法学界对于

中国刑法兴趣之强烈，也远远超过其他部门法。2010 年成立了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既有

定期学术活动的举办，〔27〕也有合作著述的出版，〔28〕这使得中国青年学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与

德国刑法学界交流的机会。刑 法 马 普 所 每 年 组 织 与 中 国 有 关 的 学 术 活 动，数 量 非 常 可 观，

这与其现任的两位所长都有一定的中国情结有关，他们也更倾向于招收中国青年学者攻读

博士学位。

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比较分散，似乎不存在规律性特点。部分论文在

研究对象上存在交集，比如有两篇研究贿赂罪的博士论文，即余高能所著 《面向更合理有

效打击惩罚贿赂的策略》 ( 2012 年波恩大学) 与陈昊明所著 《中德贿赂刑法处罚比较研究》
( 2018 年法兰克福大学) ; 两篇关于诈骗罪的博士论文，即蔡桂生所著 《诈骗罪中对于未来

事件的欺诈 : 从实证主义到目的合理的事实概念》 ( 2014 年波恩大学 ) 与王静所著 《财产

处分在盗窃与诈骗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 2016 年弗莱堡大学 ) ; 两篇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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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范剑虹: 《根据德国比例原则与中国劳动仲裁调解固有原则的雇主解雇法律基础与控制体制》 ( 1997 年弗莱堡

大学 ) ; 李光: 《在德国的中国雇员之劳动关系》 ( 2005 年弗莱堡大学 ) ; 王倩: 《中国新劳动合同法中的解雇

保护 : 与德国的对比分析》 ( 2012 年不来梅大学 ) ; 王茜梦: 《企业 ( 部分 ) 并购与劳动关系归属》 ( 2012 年

慕尼黑大学 ) ; 朱军: 《德国债法现代化后的雇员差额责任》 ( 2013 年哥廷根大学 ) ; 沈媛: 《企业并购时劳动

合同的承继》 ( 2014 年科隆大学 ) ; 张维文: 《对于员工的录像监控》 ( 2017 年帕绍大学 ) ; 李羡蓓: 《劳务派

遣中被派遣员工的法律保护》 ( 2016 年纽伦堡大学 ) 。
分别为李海东: 《国际刑法原则 : 中国与德国国际刑法的比较研究》 ( 1991 年弗莱堡大学 ) ; 张美英: 《中国

与德国刑法执行领域的发展与体制》 ( 1992 年图宾根大学 ) ; 郑伟: 《侵占的客体与主体 : 以德中法律为重点

的比较研究》 ( 1992 年帕绍大学 ) 。
这一推测来源于周遵友的提示。参见梁根林: 《犯罪论体系与刑法学科建构》，《法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

第 10 页以下 ; 劳东燕: 《刑法学知识论的发展走向与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27 页以下。
中德刑法研讨会于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已经举办了四届。此外还有汉学系参与组织的刑法会

议，如 2017 年 11 月 30 日到 12 月 2 日在弗莱堡大学举办的 “中国的刑法体系 : 历史根源、当前状况及未来

挑战”研讨会 ( 此次会议有多名中国法史学者参加 ) ; 2017 年 12 月 15 日到 16 日在科隆大学举办的“中国司

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研讨会。这个系列的会议旨在增加德国对中国刑法的了解。
维尔茨堡的埃里克·希尔根多夫 ( Eric Hilgendorf) 教授与梁根林教授在德国 Mohr Siebeck 出版社创立了 《东

亚刑法文丛》，在德国已经出版五卷，在中国也对应的文集出版。《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也是中德合作出版

的另外一个文集，目前出版有两卷。



士论文，即魏武所著 《国际刑事审判庭中公诉人的角色》 ( 2007 年弗莱堡大学 ) 与赵晨光

所著 《国际刑事法庭与中国》 ( 2017 年弗莱堡大学) 。除此之外，中国法学博士所选择的题

目从刑法总则到刑法分则，从刑法到刑事诉讼法，范围非常宽广。〔29〕

3 ． 公法

在公法方面，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中国的影响彼此抗衡，在知识对接上存在一定障

碍，而且公法研究也更多受到国体不同的影响，所以公法的论文比较少，增长也比较缓慢，

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其中，第一篇论文为王维达 1993 年发表的 《经济行政法对

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 经济行政法作为调控手段的功能》，十年之后才有第二篇论文即刘

飞所著 《司法审查作为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因素 : 中德比较研究》发表。宪法方面，论文数

量稍微多些，前后有谢立斌关于中德经济宪法 ( 2007 年汉堡大学 ) 、陈征关于新调控模式

与宪法的关系 ( 2009 年汉堡大学) 、刘道前关于德国宪法法院地位与功能 ( 2013 年哥廷根

大学) 共三篇论文发表。此外，关于所有权的宪法保护共有两篇论文产生，〔30〕关于社会基

本权利保护 ( 吕海英 2014 年柏林自由大学 ) 、立法程序 ( 张小丹 2017 年法兰克福大学 ) 、

政治党派 ( 曹茨 2010 年图宾根大学、刘刚 2013 年柏林洪堡大学 ) 以及种族画像 ( Racial
Profiling，刘宗路 2018 年弗莱堡大学) 亦有博士论文发表，但后面的三篇论文都没有或者只

是附带性涉及中国。〔31〕行政法方面的论文还关注国家公用设施保证 ( 朱静文 2007 年慕尼

黑大学) 、DNA 基因库立法 ( 秦静 2012 年弗莱堡大学 ) 和公交系统调控 ( 刘冬阳 2018 年

汉堡大学) 。
4 ． 其他领域

在国际私法〔32〕与国际公法方面，也有不少中国博士生撰写的毕业论文发表，国际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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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杜海龙: 《中 德 视 野 中 的 财 政 背 信 罪 : 中 德 对 于 违 法 使 用 公 款 的 可 处 罚 性》 ( 2004 年 慕 尼 黑 大 学 ) ; 樊 文 :

《犯罪生涯———犯罪、制裁和再 犯》 ( 2009 年 弗 莱 堡 大 学 ) ; 杨 萌: 《中 德 两 国 关 于 预 备 行 为 的 可 处 罚 性》
( 2009 年慕尼黑大学 ) ; 王莹: 《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 2011 年弗莱堡大学 ) ; 刘家汝: 《上市公司机关成员因

为违反忠诚义务行为在中国的刑事处罚》 ( 2011 年海德堡大学 ) ; 熊琦: 《大众媒体与刑事判决》 ( 2012 年弗

莱堡大学 ) ; 王钰: 《因无刑事处罚需要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量与质限制手段》 ( 2013 年慕尼黑大学 ) ; 牛露

露: 《德国刑法典第 283 条及以下可处罚性的客观前提》 ( 2013 年波恩大学 ) ; 王钢: 《营救酷刑的刑事合法

化———德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 ( 2014 年弗莱堡大学 ) ; 周遵友: 《安全与自由的平衡———中国与德国反恐立

法研究》 ( 2014 年弗莱堡大学 ) ; 黄礼登: 《刑事程序中检察院作用的中德比较》 ( 2014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谢焱: 《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法对策的中德比较研究》 ( 2014 年慕尼黑大学 ) ; 黄河: 《犯罪人与受害人平衡

关系的发展》 ( 2015 年波鸿大学 ) ; 李倩: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252 条的证据禁止》 ( 2015 年柏林自由大学 ) ;

林静: 《中国银行机构反洗钱规制与合规》 ( 2016 年弗莱堡大学 ) ; 周子实: 《性犯罪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 中

德关于性犯罪法与性犯罪政策的比较》 ( 2017 年弗莱堡大学 ) ; 张正宇: 《中德犯罪概念的比较》 ( 2017 年马

尔堡大学 ) ; 张婷: 《网络犯罪对共同犯罪理论的挑战》 ( 2017 年汉堡大学 ) ; 隗佳: 《家庭暴力的刑法保护》
( 2018 年弗莱堡大学 ) ; 王华伟: 《互联网服务商的刑法责任》 ( 2018 年弗莱堡大学 ) ; 王颍: 《青少年处罚缓

刑及缓刑帮助的中德比较研究》 ( 2018 年海德堡大学 ) ; 宗玉琨: 《刑事程序中的证据禁止 : 德、美、中法律

的比较研究》 ( 2018 年弗莱堡大学 ) 。
白媛媛: 《财产作为征收补偿 : 中德赔偿法比较》 ( 2012 年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 ; 宋新: 《社会主义持续与变

革张力中的中国新物权法 : 论中国对私有财产宪法保护的再发展》 ( 2013 年法兰克福大学 ) 。
例如，刘刚的论文中只有最后部分有 6 页 ( 全文共 198 页 ) 讨论的是中国的情况。
赵杭: 《与国有 企 业 签 订 的 国 际 债 务 合 同 适 用 的 法 律 : 主 要 参 考 中 国 与 德 国 国 际 私 法》 ( 1992 年 曼 海 姆 大

学 ) ; 马琳: 《中国区际冲突法———特别是在继承与家庭法方面 : 与 德 国 区 际 冲 突 法 比 较》 ( 1997 年 汉 堡 大

学 ) ; 陈卫佐: 《国际条约的冲突规范中的反致和转致》 ( 2004 年萨尔大学 ) 。此外还有秦瑞亭与薛童的论文

( 见后文 ) 。



的论文一般使用英文。〔33〕在法理学与法哲学 方 面，因 为 中 国 资 深 学 者 与 德 国 的 联 系 很 紧

密，所以尽管研究难度大，依然有一些中国博士生选择这一方向。而且因为罗伯特·阿列

克西之故，大多集中在基尔大学，但在个别其他大学也有少量论文产生。〔34〕中国留学生在

关于具体制度的研究中都包含有法制史的梳理，但纯粹法制史的研究比较少，仅查找到四

篇论文。〔35〕社会保障法方面在 2010 年开始逐渐起步，共有五篇论文发表。〔36〕在海商法、

税法与环境法领域也有一系列的博士论文发表。〔37〕

5 ． 选题的集中性

在论文选题方面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现象是题目的重叠性，而且在各个部门法中都存

在。最突出的是关于格式条款的研究，共有六篇博士论文发表，分别为张里安所著 《公用

企业的格式 条 款》 ( 2001 年 特 里 尔 大 学 ) 、朱 岩 所 著 《格 式 条 款 内 容 规 制 的 中 德 比 较》
( 2004 年不来梅大学) 、贺栩栩所著 《格式条款规制与银行业务中的格式条款设计》 ( 2012

年慕尼黑大学) 、祁春轶所著 《生产过程中的法律移植 : 中德格式条款规制》 ( 2013 年法兰

克福大学) 、王剑一所著 《德国格式条款规制与欧洲合同法对于非议定条款的规定 : 对中国

格式条款规制改革的比较研究》 ( 2015 年明斯特大学 ) 以及刘培培所著 《中德一般交易条

款与格式条款内容规制比较》 ( 2015 年柏林自由大学 ) 。从德国视角来看，对这一选题的重

视程度与格式条款在实践中的意义是相匹配的，并不显得突兀。

在国际私法领域，虽然论文整体数量不多，但有两篇论文关注当事人自治，分别为秦

瑞亭所著 《当事人自治 : 一 个 比 较 法 上 的 研 究》 ( 2003 年 法 兰 克 福 大 学 ) 以 及 薛 童 所 著

·21·

法学研究 2019 年第 2 期

〔33〕

〔34〕

〔35〕

〔36〕

〔37〕

葛勇平: 《香港与欧盟———兼论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和缔约权限问题》 ( 2003 年马尔堡大学 ) ; 王贵勤: 《南

海特别是南沙群岛的领土问题》 ( 2005 年马尔堡大学 ) ; 杨海江: 《沿海国对于内陆水域和领海上外国商船的

管辖权》 ( 2006 年汉堡大学 ) ; 徐以祥: 《气候保护纳入中国法律体系》 ( 2008 年图宾根大学 ) ; 贺赞: 《国际

法院临时保护措施实践》 ( 2010 年科隆大学 ) ; 徐梦瑶: 《世界贸易组织公约在中国的适用》 ( 2012 年图宾根

大学 ) ; 唐雅: 《人权条约的保留》 ( 2015 年图宾根大学 ) ; 聂明岩: 《建立亚洲外层空间合作的法律框架与基

础》 ( 2016 年科隆大学 ) ; 王润宇: 《南极矿产资源开发国际法》 ( 2017 年汉堡大学 ) ; 扶怡: 《湄公河盆地国

际水权制度分析》 ( 2017 年哥廷根大学 ) ; 卢婧: 《国际法视角下的国家分裂》 ( 2018 年雷根斯堡大学 ) 。
张龑: 《人民、权威与基本权利———一项商讨理论的研究》 ( 2010 年基尔大学 ) ; 张青波: 《后果取向的法律

论证 : 法律论证对中国的意义》 ( 2010 年法兰克福大学 ) ; 朱光: 《分离命题与包容性实证主义》 ( 2012 年基

尔大学 ) ; 王晖: 《法律适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 2013 年基尔大学 ) ; 胡峰: 《法经济学作为法律适用的方

法》 ( 2018 年柏林洪堡大学 ) ; 汤沛丰: 《康德论财产与国家》 ( 2019 年弗莱堡大学 ) 。
焦莉: 《德国〈民法典〉对于中华民国 1929 年〈民法典〉的影响》 ( 2009 年基尔大学 ) ; 雷勇: 《寻找现代

国家 : 伯伦知理一般国家理论对梁启超国家思想的影响》 ( 2010 年法兰克福大学 ) ; 韩毅: 《德意志帝国时期

的动物法律保护》 ( 2014 年科隆大学 ) ; 杨若濛: 《中国在儒家背景下对于欧洲私法的继受 : 以侵权法在中国

20 世纪初的继受为例》 ( 2015 年法兰克福大学 ) 。
肖慧芳: 《法定意外保 险 中 德 比 较》 ( 2008 年 法 兰 克 福 大 学 ) ; 娄 宇: 《中 德 社 会 医 疗 保 险 制 度 比 较 研 究》
( 2011 年法兰克福大学 ) ; 刘冬梅: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特别关注宪法与国际机构的作用》 ( 2011 年

慕尼黑大学 ) ; 左菁: 《中德农业社会保障比较》 ( 2011 年科隆大学 ) ; 胡川宁: 《社会保障房建设中德比较》
( 2014 年耶拿大学 ) 。
海商法方向的论文包括朱玲: 《燃油污染损害的强制保险与赔偿》 ( 2007 年汉堡大学 ) ; 黄渝娜: 《船舶源污

染造成纯粹经济损失的可赔偿性》 ( 2011 年汉堡大学 ) 。税法方向的论文包括寿舒宁: 《2008 年企业税务改革

法中的利息限制》 ( 2010 年慕尼黑大学 ) ; 孙博: 《现代营业税原则 : 德国、欧盟与中国比较》 ( 2016 年柏林

自由大学 ) ; 朱轶凡: 《德国与欧盟通过生态税进行环境保护———作为中国引入生态税的前景》 ( 2016 年哥廷

根大学 ) ; 刘志鑫: 《直接税领域的一贯性原则与体系正义要求》 ( 2017 年慕尼黑大学 ) ; 廖涛: 《〈增值税

法〉第 1 条第 1a 款中的企业转让与〈所得税法〉第 16 条中的业务单元转让》 ( 2017 年柏林自由大学 ) 。环境

法方向的论文包括朱国林: 《中国与德国环境民法保护》 ( 1996 年特里尔大学 ) ; 吴梅: 《环境专业规划中的

公众参与》 ( 2013 年特里尔大学 ) ; 陈思宇: 《中德法中的环境影响评价》 ( 2017 年柏林自由大学 ) 等。



《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当事人自治》 ( 2016 年科隆大学) 。

在侵权法方面，医疗责任亦有两篇论文，即曾见所著 《中国医疗侵权责任 : 概况、发

展与德国的比较》 ( 2011 年哥廷根大学 ) 与贺剑所著 《医疗侵权中的比例责任》 ( 2017 年

曼海姆大学 ) 。在 产 品 责 任 方 面，杜 佳 ( 2001 年 特 里 尔 大 学 ) 和 丁 强 ( 2004 年 明 斯 特 大

学) 所著论文题目几乎一致，均 为 “中 德 产 品 责 任 比 较”。在 人 格 权 方 面，亦 有 倪 宁 所 著

《中国人格权保护 : 特别是针对员工而言———与德国 〈民法典〉及 〈一般平等法〉的比较》
( 2011 年图宾根大学) 及陈娜所著 《中德一般人格权法教义学与法历史的比较》 ( 2013 年

耶拿大学) 。

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就和解程序也有两篇论文，即田洁所著 《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中

德比较》 ( 2007 年雷根斯堡大学 ) 和刘思思所著 《德国诉讼和解经验视角下中国调解的发

展》 ( 2015 年科隆大学 ) 。在公司法与资本市场法方面，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博士

论文有两篇，分别为白江 ( 2005 年) 与李云琦 ( 2018 年) 所著。〔38〕马卫华 ( 1999 年雷根

斯堡大学) 以及杨亦莹 ( 2015 年弗莱堡大学) 的论文都是关于银行监管的中德比较研究。

这些论文研究的问题近似，但侧重点、入手点有所不同，因此可能产生内容与风格完

全不同的论文。如果写就的年代不同，相关法律的变动使得内容上无论如何也是有差别的。

但也有时间比较靠近、研究问题也比较接近的论文产生。比如在破产法领域，葛平亮所著

《中德企业集团破产的程序设计 : 对德国规定与经验的借鉴》 ( 2016 年汉堡大学 ) 与洪艳所

著 《企业集团破产时的实体合并 : 对美国、德国、中国的比较研究》 ( 2019 年柏林洪堡大

学) 都是关于企业集团破产的处理方式的研究，而且也都是在对美国的实体合并与德国的

程序合并这两种解决问题的不同进路进行比较后，为中国的处理方式提出建议。
( 三) 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

在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不均衡，在区域上总体是西部多、东部少，

而且所在地为大城市的大学多。已毕业中国留德法学博士主要集中在几所大学，具体数据

如下 :

弗莱堡大学 ( 30 ) 、慕尼黑大学 ( 28 ) 、汉堡大学 ( 27 ) 、哥廷根大学 ( 23 ) 、柏林洪堡大

学 ( 22 ) 、法兰克福大学 ( 21 ) 、科隆大学 ( 18 ) 、明斯特大学 ( 13 ) 、耶拿大学 ( 12 ) 、柏林

自由大学 ( 11 ) 、波恩大学 ( 10 ) 、图宾根大学 ( 9 ) 、帕绍大学 ( 9 ) 、马尔堡大学 ( 8 ) 、海德

堡大学 ( 8 ) 、拜罗伊特大学 ( 6 ) 、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 6 ) 、特里尔大学 ( 5 ) 、雷根斯堡大学

( 5 ) 、萨尔大学 ( 5 ) 、不来梅大学 ( 4 ) 、基尔大学 ( 4 ) 、美因茨大学 ( 3 ) 、奥格斯堡大学

( 2 ) 、曼海姆大学 ( 2 ) 、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 2 ) 、波鸿大学 ( 2 ) 、哈勒大学 ( 1 ) 、吉森大

学 ( 1 ) 、维尔茨堡大学 ( 1 )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 1 ) 、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 ( 1 ) 、施派

尔行政学院 ( 1 ) 、汉诺威大学 ( 1 ) 。

这一分布差异的原因主要有: 其一，中国留学生因为实习、兼职以及生活等方面的便利性

需求，更偏向大城市，所以毕业人数最多的六所大学中，除了弗莱堡大学与哥廷根大学之外，

都在大城市。其二，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学、汉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均是马普所所在地的

大学，而马普所没有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在马普所攻读博士，学位最终由马普所导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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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见前引〔16〕。



兼职的大学授予。比如，从弗莱堡大学毕业的中国法学博士，大约近一半是在刑法马普所完

成其博士论文，而知识产权方面的论文很多产生在慕尼黑的知识产权马普所。其三，授予

博士学位最多的八所高校均与国内高校有合作办学项目或者其他合作关系，比如南京大学

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共同创办的中德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与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学、

汉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科隆大学及明斯特大学合办的中德法学院，中

国人民大学与慕尼黑大学也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其四，对于中国博士生来说，德国大学

的排名只有参考作用，而且像海德堡大学这样的名校，对于德语水平与专业成绩要求很高，

导致很难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从海德堡大学毕业的中国法学博士并不多。
( 四) 导师

中国博士生在选择导师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名师多，导师中除了有原德国联邦宪

法法院法官外，〔39〕还有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比如刑法马普所所长齐白 ( Ulrich Sieber) 、〔40〕

侵权法方面的冯·巴尔 ( Christian von Bar) 、〔41〕竞争法领域的原德国竞争委员会主席丹尼

尔·齐默尔 ( Daniel Zimmer) 、〔42〕汉堡私法马普所荣休所长尤尔根·巴瑟多 ( Jürgen Base-
dow) 、〔43〕法 理 学 领 域 的 罗 伯 特·阿 列 克 西 ( Robert Alexy ) 、贡 塔·托 依 布 纳 ( Gunther
Teubner) 、克里斯托夫·默勒斯 ( Christoph Mllers) 等。

二是导师的选择也比较集中。一些热门导师都曾指导过多名中国法学博士，如指导了

七名中国博士生的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托马斯·莱塞尔 ( Thomas Raiser) 、〔44〕帕绍大学教授孟

文理 ( Ulrich Manthe) 、〔45〕弗莱堡大学教授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 ( Hans-Jrg Albrecht) 、
〔46〕原哥廷根大学教授文德浩 ( Christine Wendehorst) ，〔47〕指导了六名中国博士生的柏林自

由大学教授弗兰茨·尤尔根·塞克 ( Franz Jürgen Scker) ，〔48〕指导了五名中国博士生的弗

莱堡大学 教 授 乌 维·布 劳 洛 克 ( Uwe Blaurock ) 、〔49〕 海 德 堡 大 学 教 授 博 克 哈 德·汉 斯

( Burkhardt Hess) 、〔50〕明斯特大学教授赖讷尔·舒尔茨 ( Reiner Schulze) ，〔51〕指导了四名中

国博士生的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英格沃·埃布森 ( Ingwer Ebsen) 〔52〕与赫尔穆特·科尔 ( Hel-
mut Kohl)〔53〕、弗莱堡大学教授罗尔夫·施蒂尔纳 ( Rolf Stürner) 、〔54〕科隆大学教授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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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原德国宪法法院法官费迪南德·德基霍夫 ( Ferdinand Kirchhof) 指导过曹茨，原德国宪法法院法官迪特·格林

( Dieter Grimm) 指导过刘刚。
指导中国留学生 : 王华伟、周遵友、宗玉琨。
指导中国留学生 : 宗绪志、焦美华、张红。
指导中国留学生 : 周万里、郑观、袁嘉。
指导中国留学生 : 黄渝娜、刘鸿雁、朱玲。
指导中国留学生 : 王亚飞、张怀岭、余佳楠、唐磊、白江、张双根、高旭军。
指导中国留学生 : 刘学萍、何蓉、欧阳苏芳、刘萍、迟颖、周梅、甄童。
指导中国留学生 : 隗佳、周子实、林静、赵晨光、熊琦、王莹、樊文。
指导中国留学生 : 袁力、张杭、曾见、张姝、纪海龙、于迅 ( 音 ) 、刘青文。
指导中国留学生 : 王琦、张芸、朱骏、王艳虎、刘培培、金枫梁。
指导中国留学生 : 李云琦、杨亦莹、孙静、郑晓清、邵建东。
指导中国留学生 : 金印、卢佩、张志、吴枚、周翠。
指导中国留学生 : 王剑一、金晶、李诚、周露露、魏佳。
指导中国留学生 : 张小丹、娄宇、喻文光、肖慧芳。
指导中国留学生 : 丁晓春 ( 原由德国知名物权法教授曼弗雷德·沃尔夫指导，在其 2007 年突然过世后转由赫

尔穆特·科尔指导 ) 、袁治杰、李里晶、杨继。
指导中国留学生 : 王洪亮、马丁、徐杭、傅梅瑛。



·霍恩 ( Norbert Horn) 、〔55〕慕尼黑大学教授贝恩德·许内曼 ( Bernd Schünemann ) 、〔56〕哥

廷根大学教授史彼得 ( Peter-Tobias Stoll) 、〔57〕耶拿大学教授瓦尔特·拜耳 ( Walter Bayer)〔58〕与

伊丽莎白·科赫 ( Elizabeth Koch) 〔59〕、马尔堡大学教授吉伯特·高尼希 ( Gilbert Gornig) 。〔60〕

如果考虑到目前在读博士生以及因种种原因中止或放弃博士学业的学生，这些导师指

导中国学生的总数实际上 还 要 更 多。造 成 这 种 现 象 的 原 因，一 方 面 当 然 是 名 师 的 吸 引 力，

并且这些导师对中国与中国法抱有兴趣，也有一些导师希望在海外扩大影响，上述这些德

国教授大都多次到访中国。此外，选择已经指导过中国学生的导师是比较保险的做法，这

样师生间对于论文的完成情况有一定的心理预期。最后一点是，德国教授招收博士生没有

名额限制，上面所列部分教授指导过的博士生接近甚至超过百人。虽然获得博士入学资格

要求法律硕士毕业成绩达到一定分数甚至是德国成绩等级中的最高分，但也有一些变通的

方法。因此，只要有导师愿意接收某一学生为博士生，一般都可以被录取。选择名师的缺

点与优点同样明显。知名学者事务繁忙，用于指导学生的时间比较有限，如果招收学生数

量众多，那么不在导师教席工作的博士生与导师专业方面的交流就比较有限，导师与博士

生的关系远不如国内那样密切。

( 五) 论文完成时间

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学制方面没有固定期限。一些学校规定录取后一定时间内没有

完成博士论文，入学资格就被取消，但允许申请延期或者再次申请入学资格。德国为本国

学生攻读法学类博士提供的奖学金非常有限，而且申请期限固定、周期长，所以本国博士

生通常选择在导师的教席或者律师事务所兼职。德国博士生完成论文的时间长短不一，〔61〕

在一些热门专业如公司法、资本市场法、网络法等方向，因为被录取的很多是国家考试成

绩最优秀的毕业生，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和时间管理能力，所以有一些人在不到两年的时

间内就能够完成论文。而外国博士生需要的时间要长很多，中国博士生毕业的年龄大概都

在 30 岁左右。〔62〕德国基金会与中国留学基金委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最长为四年，这也

是外国学生完成博士论文通常需要的时间。

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篇幅一般都不长，在二百页上下，所以四年内完成是比较现实

的。之所以读博花费时间长，首先因为德语在中国属于小语种且难度较大，仅学习语言就

要花费大量时间。其次，很多导师希望外国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前，能够先攻读本校的法

律硕士学位，以便为撰写博士论文打下基础，并进一步熟悉德国法与德国学术规范。而很

多中国留学生已经在国内获得了法学或者法律硕士学位，再完成一个法律硕士学位则把开

始读博的时间推迟了一到两年。此外，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一般无需上课，博士生与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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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60〕
〔61〕
〔62〕

指导中国留学生 : 孙筱、黄树稳、罗莉、郭光。
指导中国留学生 : 杜海龙、杨萌、王钰、谢焱。
指导中国留学生 : 扶怡、朱逸凡、陈戈、王祯。
指导中国留学生 : 任宏达、王鲜蕊、佟玲、何人可。
指导中国留学生 : 温大军、章贺铭、祁悦实、米婷。
指导中国留学生 : 李丽、王贵勤、葛勇平、孙珺。
参见刘毅、张陈果: 《德国法学教育访谈》，《社会科学论坛 ( 学术评论卷 ) 》2007 年第 3 期，第 106 页。
毕业时的年龄信息来源于德国国家图书馆录入的出版物信息。当然，因为德国法学教育时间长，所以很多德

国博士生毕业时也差不多是这个年龄。



的接触也非常有限，完成论文主要依靠博士生的自律性。而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外国学

生游离在德国博士生的主流群体之外，来自同龄人的压力更小。很多博士生为了今后的就

业，积极参与国内学术活动，投身翻译项目、撰写国内期刊论文，或者兼职、实习，也因

此推延了毕业时间。

二、对于中德法学交流和发展的推动

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虽然主要抱着学习德国法的目的撰写博士论文，但他们的研究成果

因以德语发表之故，首先惠及的是德语区读者。归国后，如果这些博士从事学术研究，一

般都有机会将其研究成果再通过中文出版物传播，对于中国相关法学学科视野的拓展、知

识的丰富，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留德法学博士无疑是中德法学

学术交流的重要使者。具体 而 言，他 们 对 于 增 进 中 德 法 律 领 域 的 发 展 与 相 互 了 解 的 作 用，

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

( 一) 推动德国对中国法的研究

随着中德经贸往来的深化，德国对于中国法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中国留德学生无

论在研究力量还是研究成果方面，对于德国增进对中国法的了解均发挥了可观的作用。这

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 : 其一，德国专职研究中国法的学者数量很少，因而以中国法为研究

对象的法学博士生是德国研究中国法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领域，来自中国的留学

生远远超过德国本土博士生的数量。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在 1978 年以来的四十年间，德

国本土作者发表的以中国法为内容的博士论文不到 90 篇。其二，德国对于中国法的研究在

专著方面以博士论文为主。德 国 本 土 作 者 的 兴 趣 主 要 集 中 在 商 法、知 识 产 权 与 反 垄 断 法，

而中国留学生的研究领域更为宽广，大大增加了德语世界之中国法文献的供给，并为德国

本土作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其三，中国留德学生与德国本土的中国法研

究力量存在频繁的互动，很多研究中国法的德国本土博士生也选择前文提及的热门导师来

指导论文，从而促进了德国的中国法研究社区的形成。德国导师通过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博

士论文，也进一步拓宽了自身的研究领域，并积极推动、参与中德法学交流。这些推动作

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也体现在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影响力上。
考虑到德国已有数据库并不特别搜集论文的引用情况，而且多数博士论文被其他博士

论文引用较多，而书籍中的引用情况更加难以查找，所以本文不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

作引用上的数量考察。除了引用情况外，对于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影响力评价还包括下

面几个因素 : 一是论文发表的出版社，二是书评中的评价，三是论文获奖情况。这几个因

素中，除了出版社，除非作者在自己的简历中注明，其他信息查找起来都比较困难，所以

这里也只能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介绍。
德国有几家主要出版法学博士论文的学术出版社，水平相当，但因为董科与胡姆布洛

特 ( Duncker ＆ Humblot) 出版社的出版费用最高，所以在该出版社出版的难度最大。〔63〕在

这些出版社出版博士论文，一般都要纳入相应的文丛，而文丛的主编也会在质量上再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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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本文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在此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共 有 18 本 : 汤 沛 丰、宗 玉 琨、陈 霄、樊 文、贺 剑、蒋 白 果、李 羡

蓓、林静、刘刚、刘家汝、马丁、田丽纯、熊琦、许德风、王钢、张小丹、赵晨光、周遵友。



关。所以能够在这些出版社出版论文，至少表明该论文水平突出，而且该作者对于德国的

学术运行机制比较熟悉，并能够运作到必要的出版资金。很多时候，导师在这方面的提示

与提携尤为重要。近几年，这些专业出版社也推出了关于中国法的文丛，包括德古意特 ( De
Gruyter) 出版社的 《德中法律家协会文丛》，诺莫斯 ( Nomos) 出版社的 《东亚法文丛》 《中

国法与法文化研究》，摩尔·兹贝克 ( Mohr Siebeck) 出版社的 《东亚私法文丛》《东亚刑法文

丛》。但出版 社 只 是 一 个 指 标。中 国 法 学 博 士 的 论 文 很 多 都 在 兰 培 德 ( Peter Lang ) 、利 特

( LIT) 和科瓦克博士 ( Dr． Kova ) 出版社出版，英文的论文也多选择施普林格 ( Springer) 出

版社。其中兰培德、利特出版社以出版各专业博士论文为主，质量中规中矩，而科瓦克博士

出版社因为费用最为便宜，出版周期短，所以颇受欢迎，也有不少优秀论文在此出版社出

版。但是科瓦克博士出版社对于论文内容不作审查，所以难免良莠不齐。最后，还有一些

论文发表在互联网上，也有自己装订成册由大学分发给相应的图书馆，以满足发表要求。

书评是德国法学进行同行评价的一个途径，〔64〕一些图书馆订购新书时也参考杂志书评

的目录，所以一本博士论文如果能够找到书评人，就是其水平的一个体现。如果书评能够

刊登在知名期刊，而且评价是积极的，那么也是对论文品质的肯定。中国法学博士论文在

不同专业的关注度不同，知识产权法最高，民事程序法 ( 包括破产法 ) 也超 出 平 均 水 平，

其他领域的趋势并不非常 明 显。如 果 论 文 可 以 在 博 士 文 丛 中 出 版，基 于 主 编 的 人 际 关 系，

获得书评的可能性就更高。以中国法为内容的论文被评的机会相对比较小，这是因为潜在

最主要的书评人就是德国几个专职研究中国法的学者，这些学者还要互相为彼此的著述撰

写书评，而近几年每年出版的中国法 ( 包含德国本土作者在内 ) 博士论文高达 30 多部，所

以书评力量严重不足。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为书评所关注，包括

陈霄、贺剑、葛平 亮、李 鑫、李 里 晶、刘 道 前、谯 荣 德、沈 恒 亮、熊 琦、王 钢、王 莹、王

媛媛、许德风、张青波、钟莲、周翠。这些论文绝大多数代表了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最

高水平，但也有书评人给予一般评价的情形。

论文的获奖情况比较难以查找，因为论文奖项种类较多，而且获奖情况未必公布，所

以主要以作者简历上的说明以及博士论文的前言为线索进行检索。在公开材料中能查找到

的有齐晓琨的论文 《中国与德国民法对名誉权保护之区别的背景研究》获得 2014 年度米歇

尔曼奖〔65〕以及陈霄所著 《中德股份公司的管理与监督》获得柏林洪堡大学 2014 年三篇最

佳博士论文之一。〔66〕

( 二) 对中国法学的影响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德国法学博士的需求虽然不小，但在职业生涯起步期，高校教

师的压力远比实务界同仁大，所以不少人倾向选择在实务界工作。粗略统计，从事学术与

非学术的比例大致各为一半。不同专业，这个比例也不同，刑法、法理、公法与民事诉讼

法方向的博士从事学术研究的比例较高，而知识产权、破产、公司法方向的则较低。随着

德国法学博士毕业人数的增加，其回国后工作的分布区域越来越广阔，有向内地扩展的趋

势。归国留德法学博士对于部门法具体制度方面的贡献，因为太过广泛，不是本文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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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Wissenschaftsrat，Perspektive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S． 49 ff．
https: / / idw － online． de /de /news83322 ．
该博士论文前言言及此。



对象。本文更倾向于讨论的是留德法学博士这个群体对于中国法学的超越部门法的整体影

响。总体上，这种影响是一种从知识到方法的延伸，这里的方法包括治学的方法与教学的

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四个方面 :

1． 通过启动、参与翻译项目与创办集刊对德国法知识的传播。相应的文丛包括米健主持

的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吴越主持的 《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邵建东、方小敏主持的 《德

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研究》以及李昊推动的 《外国法学教科书精品译丛》。这些德语著作

的翻译主要是由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所承担。〔67〕在这些系列外，还有针对特定领域创

立的外国法文丛，也都有留德法学博士参与翻译工作。此外，德国期刊论文的翻译很多是在邵

建东、方小敏主编的 《中德法学论坛》以及王洪亮、张双根与田士永创办的 《中德私法研

究》两本集刊中发表，藉此引介了大量的经典论文以及反映德国法学发展最新动态的文章。
2 ． 对于法教义学在部门法中应用的推动。法教义学在中国近十年的广泛讨论与德国法

的直接影响密不可分，也催生了大量本体论著述的发表。最先发掘这一话题的学者来自于法理

学界，而对于其在部门法特别是民法领域应用的推动，留德博士的贡献最为明显。对于法教义

学在刑法、宪法行政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领域的应用，留德学者也起到了参与的作用。〔68〕在

民法领域，教义学讨论的启动始于许德风，〔69〕他对于方法论的关注，在其德国博士论文中

就已经有所体现。之后，2010 年 《中德私法研究》亦就此话题组织讨论 ; 2015 年 《北航法

律评论》第 1 辑针对法教义学与法学教育刊发了多篇原创与翻译作品，把德国最新的研究

成果推介到中国，加深了中国法学界对于法教义学在学术与教学的作业方式方面的直观了

解 ; 2016 年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德法学方法论论坛。〔70〕这些活动都有大量留德博

士的参与，促进了法教义学在民法学界讨论的深入与繁荣以及法教义学论文写作方式的引入。
3 ． 案例练习课的引入与推广。案 例 练 习 课 是 德 国 大 学 法 学 教 育 中 最 有 特 色 的 组 成 部

分，〔71〕其在中国的引入与推广也得到有德国留学背景的学者的广泛参与。〔72〕案例练习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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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70〕

〔71〕

〔72〕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系列有丁强、王洪亮、王晓晔、朱岩、刘飞、张双根、张学哲、杨继、迟颖、邵建东、
陈卫佐、徐国建、程建英、马丁参与。《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系列有吴越、丁晓春、周 翠、喻 文 光、罗 莉

参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研究》系 列 有 邵 建 东、刘 青 文、高 旭 军 参 与。 《外 国 法 学 教 科 书 精 品 译

丛》系列有张艳、杨大可、蔡桂生、沈小军、温大军、葛平亮参与。
在刑法领域，资深学者如陈兴良很早就 已 经 主 张 刑 法 的 教 义 学 转 向 ( 参 见 陈 兴 良: 《刑 法 教 义 学 方 法 论》，

《法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 ) 。在宪法领域同样如此。关于民事诉讼法的教义学转型，参见吴泽勇: 《民事诉

讼法教义学的登场———评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 〈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交大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173 页 ( 认为 《重点讲义》 “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清晰的法教义学方法论意识的民事诉讼法学著作”) 。
吴泽勇所说的“著作”指的可能是图书类著作，因为论文类著作中，如果以讨论对象是否为中国法律规定的

解释问题、素材是否为中国法院判决、引用的是否主要为中文文献为标准，还是已经有一些民事诉讼法教义

学文章发表的，尽管立法论与解释论相糅合的论文占大多数。
许德风: 《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中外法学》2008 年第 2 期 ; 许德风: 《法教义

学的应用》，《中外法学》2013 年第 5 期。
该会议综述刊登在华东政法大学网站 : http: / / fashi． ecupl． edu． cn /s /316 / t /107 /60 /ca / info24778 ． htm，2019 年

3 月 10 日最后访问。
参见季红明、蒋毅、查云飞: 《实践指向的法律人教育与案例分析———比较、反思、行动》，《北航法律评论》
2015 年第 1 辑，第 216 页以下。
上引季红明等文 ( 第 220 页以下 ) 列出如下教师 : 田士永、葛云松、许德风、刘哲玮、李昊、金可可、张定

军、黄家镇、胡川宁。此外，朱晓喆也交流了其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见其所著 《请求权基础实例研习教学

方法论》，《法治研究》2018 年第 1 期。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自 2015 年暑期开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自

2017 年暑期开始，均每年开设“德国法案例分析暑期班”。



引入不仅是授课手段的增加，更是法学教育理念的转变，即强调法律知识的储备，并通过

反复训练强化知识的运用与记忆，提高学生在具体案件中发现法律问题的敏锐度，增加思

维及分析的条理性，培养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73〕

4 ． 对法律评注在中国落地的推动。法律评注是德国法学最为重要的一种文献类型，是

学术研究、司法、律师、行政部门实务工作以及法学教学必不可少的工具。〔74〕在黄卉等留

德学者的大力推动下，〔75〕法律评注在中国渐为人知。由朱庆育组织为 《法学家》撰写评注

的作者团队中，也有很多成员具有留德背景。

三、对于个人求学以及学术积累的意义

尽管接触、研究德国法的渠道、方式多种多样，不少年轻的学子还是有到德国读博的

情结。在海外使用非母语完成法学博士论文无疑是艰辛的。远离亲人与熟悉的环境，即便

通讯工具发达、沟通便利，孤独、苦闷、焦虑时常伴随着读博的整个过程，有时还面临着

与国内学术圈、实务界脱节的风险。没有国内导师的提携、同门的眷顾，也会使得海归博

士面临人际网络上的劣势。尽管国内一些高校优先录用海外博士，对这种付出多少是一种

补偿，但是这种补偿是否合理，也面临着一些质疑。在 2017 年底发表的一项高影响力青年

法学者名单中，被提及的具有德国法学博士学位的仅有两位。〔76〕那些在德国仅有访学经历

的学者，包括洪堡学者及总理奖学金获得者，〔77〕在高影响力群体中比例并不低，这使人不

得不反思留学投入的意义。

留学的经历，无论是否以攻读学位为目的，都会使留学生开阔视野，增加阅历，认识

到职业生涯与人生道路更多的可能性。对于从事学术研究抱有坚定信念的群体而言，德国

法学以严谨与规范见长，在这个学术体系内完成博士论文，是一个难得的学术训练。但一

名学者的研 究 能 力 是 否 因 此 获 得 本 质 上 的 提 升，与 其 个 人 资 质、知 识 积 累、悟 性、毅 力、

抱负、勤奋程度、治学态度等有很大关系。因此，留学的经历更多是一个助力。此外，从

内容上看，很多中国留德博士生撰写的论文为中德比较，其中的困难在于需要对于两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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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76〕

〔77〕

参见葛云松、金可可、田士永、黄卉: 《法治访谈录 : 请求 权 基 础 的 案 例 教 学 法》， 《法 律 适 用·司 法 案 例》
2017 年第 14 期，第 24 页以下。这种思维的训练即便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德国学生而言，也是一种脱胎换骨的

经历，很多高中毕业时成绩最为出色的学生在大学开始接触这种训练时，考试成绩都有可能是刚刚及格。
贺剑: 《法教义学的巅峰———德国法律评注文化及其中国前景考察》，《中外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383 页

以下。
朱芒、庄加园、纪海龙、杜仪方、黄 卉: 《五 人 对 话 : 法 律 评 注 中 的 案 例 编 写》， 《法 律 适 用·司 法 案 例》
2017 年第 8 期，第 33 页以下 ; 张双根、朱芒、朱庆育、黄卉: 《对话 : 中国法律评注的现状与未来》，《中国

应用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161 页及以下。
参见侯猛: 《中国法学的实力格局———以青年学者的引证情况为分析文本》，《中国法律评论》2017 年第 5 期，

第 173 页，第 179 页。
截至 2019 年 3 月 10 日， 在 洪 堡 基 金 会 网 站 上 ( www． humboldt － foundation． de ) 以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与

“法律专业”为关键词，可以查找到法学专业洪堡学者 ( 包括总理奖学金获得者 ) 共 42 名，分别为 : 陈昉、
程迈、陈 卫 佐、程 啸、杜 涛、高 旭 军、郭 雳、黄 卉、黄 喆、贾 兵 兵、李 剑、李 枚、李 勇、刘 国 福、刘 慧 慧、
米健、穆治霖、任雪丽、沈建峰、申卫星、孙宪忠、田坤、王 洪 亮、王 宇、吴 泽 勇、许 德 风、徐 美 君、杨 开

湘、杨若濛、杨阳、叶金强、尹飞、于飞、于凯、喻玲、俞 翔、岳 礼 玲、张 海 晨、赵 晶、周 翠、周 家 伦、朱

岩。这个名单是不完整的，一部分中国法学专业的学者比如王世洲、冯军并不为这两个关键词所覆盖。



度、学说、判例达到同等深度的研究，〔78〕而且在文献方面一般要求尽量穷尽材料，因此对

于中国法的分析不仅要参考中文发表物，对于德文、英文来源也要予以关注。〔79〕特别在比

较热门的商法、反垄断法、知识产权等领域，德文文献关于中国法的研究也很详尽，因此

即便中国留学生撰写的博士论文仅涉及中国法，面临的也不仅仅是外文写作而产生的困难，

还有处理大量外文文献而产生的附加工作量。
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国内高校对于 招 聘 新 科 博 士 所 发 表 的 期 刊 论 文 方 面 要 求 的 增 加，

有志回国从事学术的年轻学者无法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博士论文上，导致博士论文完成时间

大幅延长。而在德国攻读法学博士，如果论文进度慢，在多数情况下会导致完成时间的成

倍增加。这是因为，博士论文在提交时，所有的文献必须使用最新版本，而德国常用法学

文献如法律评注、法学教科书等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导致即便论文主体部分已经完成，文

献的更新仍然需要耗费相当大的精力。而且如果需要更新的不仅是页码、边码等形式要件

也包括内容方面，那么论文相关部分也需要相应调整，有时甚至要推倒重来，这无疑大幅

增加了完成博士论文所需 的 时 间 投 入，严 重 削 减 了 可 以 用 于 撰 写 期 刊 论 文 的 精 力。因 此，

在学术起步阶段，留德博士毕业时的学术积累虽然可能更多，但发表的研究成果反而会少

于国内博士，因此政策上对于留学人员的倾斜有一定的正当性。
应该看到，虽然留学德国并非刚刚开始，但德国高校大规模培养中国法学博士却是最

近几年的事。“70 后”在高校中的留德博士人数本身就不多。绝大多数活跃在高校的留德法

学博士都还很年轻，还在学术的起步或上升阶段，虽然一些成绩突出的个体已经展示了他

们未来的成就不会逊于目 前 的 资 深 一 代，但 判 断 这 个 群 体 整 体 的 未 来 发 展，还 为 时 过 早。
而且必须考虑学术能力的施展也与学术资源的分配机制相关。〔80〕更何况，学术研究需要个

人力量与团体力量相互配合，优秀的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永远是有限的，法学水平的提升

依靠的更多是群体的力量。且不论大型学术项目中需要群体合力协作，仅是学术观点的回

应，也只有在相应的群体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实现，而没有学者之间的对话，个体的观点

也无法上升为学术界的共识，难以影响立法与司法。
当然，在教育背景、职业兴趣、人生规划等方面，赴德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群体本身

具有很大的异质性，而中国留德法学博士有近一半从事实务，所以考察留学的意义不应仅

限于对学术界的影响。

四、展 望

展望未来，虽然无法准确预测中国学生赴德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将如何发展，但也可以

观察到一定的趋势。目前在德国比较大的法律系中还有不少在读中国留学博士生，而且像

在笔者所在高校，近几年每年都有三到五名新录取的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所以，

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数量短时间不会减少。一些中国大学法学院对于国际化

的重视、与德国法学院合作的增强以及国际班的开设，使得在德语与法学相结合的专业会

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本科、硕士阶段留学，语言的便利性使得这一群体在德国读博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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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 Adolf Dietz，ZChinR 2015，339 ; Peter Leibküchler，RabelsZ 2018，429 ．
Vgl． Adolf Dietz，ZChinR 2013，291 ．
对此参见前引〔76〕，侯猛文，第 176 页以下。



顺畅自然。当然，这些毕业生 是 否 都 转 化 为 法 学 学 术 界 的 新 生 力 量，则 是 另 外 一 个 问 题。
即便进入实务界，如果能够促成具有学术氛围的精英律师事务所的形成，也未必不是一件

好事。从长远看，只要中国法学对德国法学知识存在比较强烈的需求，或者留学德国是在

中国深造的一个可行替代，那么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会保持在一定水平。有鉴于此，

有必要深入思考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留学德国的契机，培养中国未来的法律人才，并使之

归国后更好地发挥才能。
一方面，归国初期，留学博士或多或少都面临人际网络以及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上的劣

势，影响到教职的应聘与科研局面的打开。所以重新融入国内的法学群体，以便学识为同

行所认可，是留德归国法学博士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特别在近几年 “留学国别主义”
为法学界所批判的大环境下，〔81〕考虑到德国法学在民、刑两个部门法的影响，〔82〕留德学者

所要承载的质疑可能更多。但 “留学国别主义”问题的解决，除了通过教义学等研究使法

律知识本土化之外，恰恰需要充分利用留学机会来解决。在域外法学文献并不稀缺的今天，

中国比较法的研究方式也需要调整。对于外国法律制度，不仅需要强调研究的准确性与时

效性，还应该注重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状态，这在很多时候是无法单凭阅读而了解的，必

须通过与该国法律专业人士的沟通才有可能获知。而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如果能够融入

同时期读博、不限于中国学生的群体，因为经历的共同性，能够更好地结交外国同行，更

多参与当地 学 术 活 动 及 国 际 交 流，争 取 与 导 师 沟 通 的 机 会，这 些 都 有 助 于 准 确 把 握 外 国

法。〔83〕这一点对于不在各类马普所这样的汇聚多国研究人员、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研究机

构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尤为重要。此外，目前国际上解决单个比较法学者视野有限问题的

办法，通常是组织多国学者合作研究特定法律制度，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查明每个国家的法

律状况，形成国别报告。国内已有学者建议采取这种研究方法，〔84〕但是付诸实现，还需要

中国比较法学者在国际上广泛人际网络的形成，而留学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契机。
对于刑法学而言，更应充分利用目前中德刑法交流的兴盛时期所带来的宝贵机会，使

得优秀的中国青年学子能够在自己人生学习能力最强的时期，在马普所这样的一流国际性

科研机构深造。这种交流的盛况与资深一代中国刑法学者的努力、铺垫与付出是分不开的。
就在十年前，国内最优秀的刑法专业学生即便有志在德国读博，寻找导师也面临重重困难。
与其说德国刑法马普所培养的是一些亲近德国法的中国学者，不如说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

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人脉的青年学者。民法等其他学科的青年学子显然还没有这样的

便利，在汉堡马普所获得博士学位、仍然活跃在学界的中国学者也不多。〔85〕中德刑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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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来梵: 《宪法学 : 中国主体立场及其他》，《清华法律评论》2016 年第 1 期，第 181 页以下 ; 杨立新 :

《当代中国民法学术的自闭与开放》，《法学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57 页 ; 丁胜明: 《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

国主体性》，《法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43 页以下。
参见章程: 《日台民法学坛过眼录》，《北航法律评论》2015 年第 1 辑，第 250 页 ( 认为目前 “中国民法已经

开始走向高度德国法化的学说继受和方法继受之路”) 。
参见刘仁文: 《再返弗莱堡》，《法制日报》2017 年 12 月 27 日第 9 版。针对“法益”与“客观归责”这两个

德国法理论，作者发出如下感慨: “我们现在在对域外学说进行引介时，是否完整、准确地理解了它的真实含

义和在其本国的命运? 有没有过于夸大它的地位和作用? 在引入的同时，我们是否存在只搬运而不注意与中

国刑法话语的衔接与转换呢?”
参见金可可: 《民法实证研究方法与民法教义学》，《法学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50 页。
这个群体包括王晓晔 ( 1993 ) 、程建英 ( 1993 ) 、刘晓琳 ( 音 ) ( 1996 ) 、马琳 ( 1997 ) 、周潞嘉 ( 1998 ) 、朱

玲 ( 2006 ) 、杨海江 ( 2006 ) 、董一梁 ( 2009 ) 、刘鸿雁 ( 2010 ) 、黄 渝 娜 ( 2011 ) 。括 号 中 年 份 为 博 士 论 文

发表时间。



的兴盛是否可以持续，中德法学其他领域的交流是否可以赶上，目前尚未可知，但是开放

的心态是必要的前提。
另一方面，在法学专业留学国家多样性日益增加的今天，考虑到德国法学的特色是法

教义学，留德法学博士可以充分发挥其对法教义学的应用更为熟悉的优势，为中国法学知

识的体系化、本土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虽然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议至今尚未平息，但

中国知名法学院的教师规模通常是德国法学院的数倍，而且中国法学教育设置的灵活性使

得教师更为可能具有多学科背景，因此中国部门法学更有条件实现各种法学研究方法的平

行发展，而不再纠结于方法间的高下。德国法律评注的发达，法律知识通过评注这种载体

高度体系化集成，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延伸文献的查找都异常便捷，中国留德博士因而

拥有知识获取方面的巨大优势。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通过查阅德国相关评注，思路能

够豁然开朗。如何抗拒这一优势所引发的走捷径的诱惑，在参考域外文献的同时，能够对

本土产生的法学知识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是留德博士融入本土学界不可或缺的态度。
回首过去，这四十年间中国留德学生的法学博士论文不论厚薄，都倾注了作者的心血，

也见证了中德法学交流的发展与繁荣。总结这样一段历史，更是为着眼当下，让未来留德

学生的求学生涯更有规划，归国之后贡献更多。

Abstract: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survey on the Ph． D． theses written by Chinese students at German
universities to give a brief review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receiving legal education
in German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China． In the last four dec-
ades，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Germany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In addition，certain
patterns have emerged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ields and topics of law covered by their
Ph． D． theses． Furthermore，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trend of concentr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super-
visors chosen by Chinese Ph． D． candidates． Chinese lawyers holding German Ph． D． degree in law
are important messengers in the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German law circles． On the one hand，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a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nrichment of
German-speaking readers，and on the other hand，they may also be disseminated in Chinese if these
Chinese students pursue an academic career upon returning to China． In the latter case，the research
of Chinese returnees serves to a certain degree to promote the broadening of horizons as well as the de-
velopment of knowledge in the fields of Chinese law involved． The reflections o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mpleting their Ph． D． degrees and in reintegrating themselves into the do-
mestic academic circle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illustrates the need to explore in more depth the possi-
bility of improving the value of studying law in Germany both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at the state
level． This exploration may help to train Chinese legal talents for the future and to enable them to full-
y develop their abilities．
Key Words: studying in Germany as foreign students，Ph． D． theses in law，German law，legal dog-
matics，biased affinity towards the foreign country in which one has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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