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稿约 

 

 

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训，立灌输及研究高

深学理与技术并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为旨，勉励学者诸君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肩责之道，勉术学问，琢磨道德，爱惜光阴，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之各种学问，非学

问无以建设。《中山大学法律评论》学术集刊为中山大学法学院创刊自 1999 年，秉承学术为

天下公器，谨遵孙中山先生之激励，倡导学术自觉，追求学术品质，立志为学问，力求为法

学学术进步贡献点滴。自第 8 卷起，每年定期出版一卷两辑，设主题研讨、论文、评论、论

坛、笔谈、书评等栏目，实行初审编辑与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和一票否决制，对来稿不限制

篇幅、体裁和语种，不考虑作者身份和背景，特别看重思想原创、关注现实、观点独到、论

证严密、问题意识强烈，重视学术水准和学术规范，一切从学术出发。竭诚欢迎持续赐稿。

来稿请遵照本刊注释体例和投稿要求，以文稿标题为主题的电子邮件，一律发送至

sysulawreview@126.com 抄送 lawrev@mail.sysu.edu.cn，且附有内容提要、关键词和英文标

题。我们将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对来稿组织严格的审稿程序并在两个月审稿期限内回馈审

稿意见和是否用稿的通知。 

为贯彻学术质量至上，公正对待每一篇来稿，为作者和读者奉献经严格审查的高质量

的文稿，所有来稿请一律隐去作者信息，确保不出现姓名、单位、学历、职称、职务、地址、

基金项目和注释中的“拙著”、“拙文”等任何表明作者身份与背景的信息，请勿以投稿程序

以外的方式影响审稿。我们将对每一篇来稿组织匿名评审程序以后，按照您投稿的电子邮箱

回复审稿意见，并在通知决定用稿时方才请您补充刊发文稿所必要的作者信息与通讯方式。

我们坚信，这是我们刊物对任何一篇来稿、对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最为真诚的负责和崇敬，恳

请每一位投稿作者鼎力支持，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对所刊发的文稿进行关注。 

本刊发表的著述观点均属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刊立场，作者应保证对其来稿享有著作

权且尚未发表，译者应保证译本获得授权许可且未侵犯原作者或出版者权利。除来稿声明保

留外，视为同意本刊拥有以非专有方式向第三人授予所发表作品电子出版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和数字化汇编、复制权，以及向各种文摘类刊物推荐转载的权利。欢迎对所刊文章的转载、

摘登、翻译和结集出版，但应尊重原作者著作权利，且注明系转自本刊及原作者、译校者署

名并进行书面通知。 

 

 

附：《中山大学法律评论》注释体例 

 

一、一般规定 

1．采用脚注，全篇连续注码。注释序号以阿拉伯数字 1、2、3 等上标，标题注以号上标。 

2．引用文献的必备要素及一般格式为“[国籍]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标题》（版本与卷

册），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起止页码。” 

3．所引文献若为撰著，不必说明责任方式，否则，应注明“编”、“主编”、“编著”、“整理”、

“编译”、“译”、“校注”等责任方式。 

4．非引用原文者，注释前应以“参见”引领；非引自原始资料，应先注明原始作品相关信

息，再以“转引自”引领注明转引文献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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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引证信札、访谈、演讲、电影、电视、广播、录音、馆藏资料、未刊稿等文献资料，应

尽可能明确详尽，注明其形成、存在或出品的时间、地点、机构等能显示其独立存在的特征。 

6．注释中重复引用文献、资料时，可采用“同上注，第几页”或者“同前引 X 某作者书，

第几页”的方式表达。 

7．外文文献遵循该语种通常注释习惯。 

 

二、注释范例 

1．著  作 

       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 123页。 

       任强：《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增补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 56页。 

2．论  文 

        黄瑶：“联合国反恐全面公约中的武装部队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 2期，第 175页。 

        慕亚平、肖小月：“我国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法学研究》2009年第 5期，第 52-61

页。 

3．集  刊 

        程信和：“软法真谛论纲——主要以经济领域为视角”，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 7 卷，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 88 页。 

4．文  集 

        杨鸿：“毒品犯罪的综合防范”，载中山大学法学院编：《法学之道——中山大学法学院复办 30 年

纪念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 136页。 

5．教  材 

        谢石松著：《票据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32页。 

        龙宗智、杨建广主编：《刑事诉讼法》（第 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 65-96页。 

6．译  作 

        [美]勃兰特·戈尔茨坦：《法庭风暴》，蔡彦敏、汪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 126 页。 

7．报  纸 

        王红一：“房地产企业法律责任问题研究”，载《光明日报》2008年 12 月 22日，第 11版。 

        黄建武的观点，刊载于“司法与传媒，‘冤家’还是战友？”，《羊城晚报》2009 年 10 月 29 日，

第 A04版。 

8．古  籍 

       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第 43卷。 

9．学位论文  

        毛玮：《论行政合法性》，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 68页。 

10．会议论文 

       刘恒：“政府信息公开的一次立法尝试——《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发表于“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2004年 1 月 1日。 

        王仲兴、许媛媛：“企业犯罪中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衔接”，收录于《中国犯罪学学会第十八届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绍兴，2009年 8 月 7 日。 

11．学术报告 

        张民安：“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若干争议问题”，发表于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径论坛”第 54

期，广州，2009年 11 月 24日。 

12．研究报告 

        周林彬：“广州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制度环境实证研究”，提交于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09



年 10月。 

        谢晓尧、曹远鹏：“‘老字号’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基于广州市的调查报告”，广东省哲学社会

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研究报告，2009年 10月。 

13．网络文献 

       马作武：“愿公民权利成为常识”，登载于正义网，http://www.jcrb.com/n1/jcrb1156/ca572136.htm，

访问时间 2009 年 12月 16日。 

        于海涌：“大楼和大师——庆祝恩师江平教授八十华诞”，登载于“律师文摘”法律博客，

http://lvshiwenzhai.fyfz.cn/blog/lvshiwenzhai/index.aspx?blogid=548159，访问日期 2009年 12月 18日。 

14．外文文献 

        LI Zhiping, “Protection of Peasants’ Environmental Rights during Social Transition: Rural Reg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Vermo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lume 8, issue 2, 2007, p150.  

        杨小强：“Merger of Business Tax into VAT in China”，载中山大学法学院编：《法学之道——中山大

学法学院复办 30年纪念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 246-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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