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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注释体例

一、一般规定

（一）文中注释采用脚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放标点之后。

（二）稿件作者通常仅标明所在单位及技术职务。项目成果保留项目名称及编号。一

般的感谢语酌情删减。

（三）非直接引用原文的，注释前加“参见”。非引自原始出处的，注释前加“转引自”。

（四）数个注释引自同一出处的，注释采用“前引〔×〕，某某书，第 ×页”或者“前

引〔×〕，某某文”。两个注释相邻的，采用“同上书，第×页”或者“同上文”。

（五）引文出自同一资料相邻页的，只注明首页；相邻数页的，注明“第×页以下”。

（六）出版日期仅标明年份。通常不要“第×版”、“修订版”等。

（七）引文出自报刊的，不要“载”、“载于”字样。

（八）原则上要求所引资料须公开发表。未公开发表的，采“××××年印行”。

（九）原则上不引用网上资料。确有必要的，应注明详细网址及访问时间。

（十）外文注释从该文种注释习惯。

二、注释例

（一）专著

〔１〕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５６页。
（二）论文

〔１〕王家福、刘海年、李步云：《论法制改革》，《法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三）文集

〔１〕龚祥瑞：《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载《比较宪法研究文集》第１册，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四）译著

〔１〕［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９页。
（五）报纸

〔１〕王启东：《法制与法治》，《法制日报》１９８９年３月２日。
（六）古籍

〔１〕《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三。
〔２〕（清）沈家本：《沈寄鋎先生遗书》甲编，第４３卷。

（七）辞书

〔１〕《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３２页。
（八）港澳台著作

〔１〕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６６年版，第４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