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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 副教授

个人简介：

王彬，男，1980年出生，山东邹平人，法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法理学教研室主任，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学者。山东大学法学博士（2009），山东大学法律硕士（2005），南

京大学哲学学士（2002）。

曾在人民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三部，主编教材一部，在国际权威刊物Argumentation(SSCI

和A&HCI双索引期刊)发表论文一篇，《法商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律科学》《环球法律评论》《政治与法

律》《法学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多篇，在《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人民法院报》等报刊发表学术随笔二

十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两项）、博士后科学基

金特别资助项目、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中央科研基本费等课题十余项，参

与司法部、山东省等省部级课题多项，曾荣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孙国华青年

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及优秀奖、多次获得南开大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兼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审判

理论研究会司法保障理论专委会委员、天津市法学会法学教育分会秘书长、天津市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天津市人

大立法咨询专家、南开大学人权中心兼职研究员、南开大学杰出青年讲师团成员等，曾赴美国、加拿大、英国、丹

麦、荷兰等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研究方向：法学方法论、司法决策理论、法律社会学

工作邮箱：nklawwb@nankai.edu.cn

一、专著

1.《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独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习惯规则的形成机制及其查明研究》（合著，第二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案例指导与法律方法》（独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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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

《法理学案例教材》，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论文

（一）SSCI

1.Slippery Slope Arguments in Legal Contexts: Towards Argumentative Patterns. Argumentation, 

2021(4),SSCI和A&HCI双索引期刊，第一作者

（二）法律类CSSCI

1．《事实推定中的后果考量》，《法律科学》2021年第6期

2．《后果论视角下的刑事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中心的分析》，《法商研究》2021年第6期

3．《司法裁决中的后果论思维》，《法律科学》2019年第6期

4．《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司法决策——以美国法学为中心的考察》，《法学论坛》2018年第5期

5.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论证——以同案判断的证成为中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3期

6.《法律论证的伦理学立场——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

7.《司法裁决中的“顺推法”与“逆推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并被人大复印资料《法理

学·法史学》2014年第5期全文转载

8.《司法裁决中的实质权衡及其标准》，《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

9.《信号传递、彩礼习惯与法律边界——一个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9期

10.《宪法实施的中国问题》，《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

11.《再论法学对哲学诠释学的继受》，《法学论坛》2012年第5期

12.《司法能动主义的中国化》，《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

13．《论法律解释的融贯性——评德沃金的法律真理观》，《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5期

14．《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第二作者），《法学论坛》2006年第4期

（三）综合类CSSCI

1.《逻辑涵摄与后果考量：法律论证的二阶构造》，《南开学报》2020年第2期

2.《司法决策中的效用考量及其偏差控制》，《暨南学报》2020年第8期

3.《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困境及其解决》，《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4.《再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以法律论证理论为分析路径》，《内蒙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5.《成年年龄的法律拟制》，《学术交流》2016年第12期

6.《判例生成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兰州学刊》2016年第7期

7.《国际议程设置：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对话》，《理论视野》2015年第3期

8.《裁判事实的叙事建构》，《海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9.《法律解释的认识论困境及其超越》，《海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0.《司法能动主义视野下的乡土司法模式》，《山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1.《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法哲学检讨》，《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6期

12.《超越基础主义的法律解释》，《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2期

13.《解释学的重心转移与范式转换——兼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研究的意义》，（第二作者），《齐鲁学刊》

2010年第5期

14.《体系解释的反思与重构》，《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年第1期

15.《文义解释的反思与重构》，《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6.《法律解释的难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7.《历史解释的反思与重构》，《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

18.《法律信仰的中国式难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Page 2 of 6王彬

2022/5/25https://law.nankai.edu.cn/2017/0721/c4948a71543/page.htm



19.《论法律解释的范式转化》（第一作者），《海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0.《民间法的话语悖论——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第一作者），《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1.《财产权的观念基础》（第一作者），《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四）CSSCI扩展或集刊

1.《论司法决策的政治面向——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法律方法》2019年第25卷

2.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矛盾样态与应对策略》，《河北法学》2018年第4期

3. 《指导性案例遴选标准的完善》，《法律方法》2017年卷

4. 《乡土社会的二元规则与纠纷解决——以赡养继承类案件为中心》（第一作者），《民间法》2017年卷

5. 《司法审查正当性的证成路径及其评析》，《北方法学》2017年第2期

6.《法官为何如此决策——关于法官行为策略模型的文献综述》，（第一作者），《法律方法》2016年卷

7. 《法官职业化视角下的法律方法教学》，《法律方法》2015年第17卷

8.《法律修辞学的源流与旨趣》，《北方法学》2013年第1期

9.《社会转型中的商会裁判》（第一作者），《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10月

10.《立足于司法立场的民间法研究》，《民间法》2012年卷

11.《法律适用的诠释学模式及其反思》，《中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2.《内生性规则与自发性秩序：进化论理性主义视野下的民间规则》，《民间法》2010年卷

13.《法律解释的制度逻辑》，《法律方法》第2010年卷

14.《民间法如何走进司法判决——兼论“顶盆继承案”中的法律方法》，《民间法》2008年第7卷

（五）其他论文

1.《“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之术语辨析》，《中国科技术语》2016年第6期

2.《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与法律道德主义》，《中国法治文化》2016年第2期

3.《道德入法应按法理出牌》，《中国法治文化》2016年第8期

4.《法官的人性预设与司法改革》，《中国法治文化》2016年第11期

5.《构建中国法治话语权的意义与路径》，《人民法治》2015年1月创刊号

6.《宪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人民法治》2015年2-3月号

7.《习惯法形成机制的文化解释》，《中国法治文化》2015年第10期

8.《判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临沂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9.《美国司法语境下法律解释的宪政困境及其消解》，《北方法学》2011年第2期

10.《“先行先试”立法模式的经济分析》，《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1.《司法三段论的结构形式与逻辑前提》，《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2. 《程序正义视野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公安研究》2008年第7期

13.《论法律理性化的悖论—韦伯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的考察》，《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

14.《悖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北方法学》2007年第6期

15.《历史法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6.《自然权利的现代性困境》，《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07年卷

17.《法治的人本向度——一种知识谱系的考察》，《唯实》2007年第2期

（六）译文

1、《典型论证模式：语用论证在法院判决中的功能》（第一译者），《法治论丛》2017年第2期

2、《不可接受结果之论证与法律的合理适用》（第一译者），《法学方法论论论丛》2016年卷

四、学术随笔

1.《法治需要本土文化的支撑》，《法制日报》2015年2月17日

2.《数据隐私：隐私权新概念》，《法制日报》201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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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道生活，取法民间》发表于《法制日报》2012年1月11日

4.《依法裁判：从法条到方法》发表于《法制日报》2012年5月2日第10版

5.《庭审中的修辞》载《法制日报》2012年2月18日（为《今参考》转摘）

6.《同命为何要同价》，《法制日报》2012年6月20日

7.《海外代购获刑，争议的不止是法律》，《法制日报》2012年9月

8.《司法裁判的道德效应》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11月5日

9.《法学研究中的屠龙术与针线活》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9月28日

10.《司法审判的术与道》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9月24日

11.《以法律破解代孕伦理困境》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7月22日

12.《理性看待民意》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8月17日

13.《法学毕业生不能不知道的事》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6月25日

14.《被修辞的正义》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5月28日

15.《公务员的公德代替不了私德》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4月23日

16.《历史法学的虚幻与真实》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3月30日

17.《法官为何不能“依法裁判”？》发表于《法制日报》2011年3月19日

18.《司法理性的多维关注》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10年9月8日

19.《法官效用函数与法官行为》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8日

20.《法学的诗性》发表于《检察日报》2010年1月28日

21.《摆脱道德困境的三条红线》发表于《检察日报》2010年6月24日

22.《法官：司法中的哈姆雷特》发表于《法制日报》2010年12月1日

23.《司法能动主义溯源及其现实意义》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9年12月22日

24.《习俗司法化的功能正当性》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9年11月17日

25.《秩序与自由》发表于《法制日报》2003年2月20日

以上学术成果，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独立作者。

五、科研项目

1.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法律论证的人工智能建模研究”（项目批准号：21BFX033），在研。

2.主持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结果导向的司法决策研究”，（项目编号：15CFX037），已结

项。

3.主持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指导性案例的创制技术与适用方法研究”（项目编号：

12YJC820096），已结项。

4.主持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司法决策中的策略行为研究”（批准号：

20YJC820044），在研。

5.主持第10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基于策略的法官决策研究——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

（项目编号：2017T100151），已结项。

6.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５８批面上资助项目“法官决策模型的构建与应用”（项目编号：

2015M580192），已结项。

7.主持中央科研基本费资助项目，“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项目编号：NKZXB1404），已结项。

8.主持南开大学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文科青年项目“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项目编号：

NKQ09031）已结项。

9.主持985工程南开大学法学学科建设项目课题“能动司法语境下的法律解释研究”， 已结项。

10.主持2019年度中央高校科研基本费资助项目“基于个案的法律论证型式研究”，已结项。

11.主持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委托项目“基于本土资源的中国人权话语研究”，在研。

Page 4 of 6王彬

2022/5/25https://law.nankai.edu.cn/2017/0721/c4948a71543/page.htm



12．主持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法律论证的人工智能建模研究”（项目编号：ZB21BZ0304），在研。

六、教改项目

1．主持2014年度南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精品课程“模拟法庭训练”， 已结项。

2．主持2014年度南开大学校级教学改革一般项目“法官审判技能培养与法律方法教学改革”，已结项。

3．主持2015年度南开大学校级教学改革一般项目“辩论导向的法理学课程改革”，已结项。

4．主持2017年度南开大学专业学位案例教学项目“模拟法庭训练案例教学”，已结项。

5．主持2017年度南开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法学方法论英文课程”， 已结项。

6．主持2018年度南开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法学名著导读”， 已结项。

7．主持2019年度南开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基于O-AMAS的《法律方法》课程教学有效提升计划”，已结

项。

8．主持2019年度南开大学研究生（法学硕士）“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法理学”课程建设，已结

项。

9．主持2020年度南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基于法律方法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在研。

10．2020年度南开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法理学在线课程建设项目”，在研。

11．2020年度南开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法学方法论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在研。

12．2020年度南开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法理学（法律硕士）课程思政建设”，在研。

13．2020年南开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结项。

14. 2021年度南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法理学教学案例”，在研。

七、荣获奖项

1.2011年6月，获得2010年度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2012年6月，获得2011年度岳成奖教金

3.2012年7月，专著《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获得首届“孙国华法学理论 青年优秀学术成果奖”优秀奖

4.2013年6月，《法律方法》课程建设，获南开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5.2013年12月，校级“教工先锋岗”先进个人

6.2013年12月，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7.2014年6月，获得2013年度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8.2016年6月，获得2016年度煦朗奖教金

9.2017年5月，获得2016年度南开大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0.2018年6月，获得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1.2018年11月，专著《案例指导与法律方法》获得第四届“孙国华法学理论青年优秀学术成果奖”二等奖

12.2020年11月，教材《法理学案例教程》获得南开大学校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3.2021年3月，获得南开大学法学院第六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八、指导学生

1.指导房平等同学的作品《刑事判决书说理的制度激励研究——以天津市西青区法院498份刑事判决书和65份

调查问卷为样本》获得第十四届“挑战杯”天津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2.指导徐东升同学的本科毕业论文获得校优秀毕业论文

3.指导王梅竹同学的硕士毕业论文获得校优秀毕业论文

4.多次指导本科同学获得百项工程创新比赛获奖

九、国际（境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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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5月1日-5月5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参加第二届中美比较法国际学术研讨会

2.2016年2月28日-3月5日，丹麦人权研究所，参加“Gender Mainstreaming”国际学术研讨会

3.2017年6月2日-6月25日，参加加拿大Equitas组织的IHRTP项目(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aining 

Program)，获邀请方全奖资助

4.2017年5月18日-5月23日，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参加“2017年两岸关系条例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

会

5.2018年7月16日-7月30日，参加CBL组织的牛津-剑桥暑期项目

6.2018年9月—2019年9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于阿姆斯特丹大学任访问学者，合作导师为范·爱默伦教

授和伊芙琳·菲特丽丝教授。

友情链接：南开大学 网上办事大厅

南开大学法学院 天津市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38号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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