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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世说新语

  《新周刊》第578期封面文章《2021生活趋势报告》中写道：再见，

2020；你好，2021！如果说2020年是一言难尽、过山车般的一年，那么，

2021年可能是复苏的一年、重启的一年：潘通将极致灰和亮丽黄选为

2021年度流行色，尤其是后者，仿佛是在告诉人们——— 那是隧道尽头

的亮光。

  2021年，新冠病毒仍然肆虐，疫情防控常态化，但疫苗的研制成

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2021年，世界仍然充满不确定性，面对

未知的前路，与其患得患失，不如勇敢向前；而且，我们应该相信，“大

盘和经济都是长期向上的”（方三文）。2021年，我们将迎来因为疫情

而推迟的重大赛事和展会——— 东京奥运会、欧洲杯、美洲杯、迪拜世

博会，毕竟，疫情趋缓后，人们更需要文娱、体育和艺术活动，以重归

正常生活。2021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免疫力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

性，适当的运动、合理的生活作息、科学的饮食结构，都将增强我们的

免疫力。另外，疫情期间很多人学会了下厨，吃上了丰盛的早餐，这个

好习惯不要丢掉哟。2021年，一些城市将启动“15分钟城市”计划，大

都市将被拆分为一个个社区，居民在15分钟步行或自行车车程内拥

有所需的一切——— 办公场所、餐馆、商店、学校、医院、公园，等等。如

此，城市不再“空洞化”。

  2021年，我们还将有更多的可能性。

2021年我们还将有更多的可能性

  《新民周刊》第1120期文章《2020 请记住他们》中写道：《2021治

愈》在新年的第一期杂志上回顾了过去一年。2020年，一定会在我们

的记忆里留下浓重的一笔。

  2020年，疫情与灾难交织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球按

下暂停键。2020年1月，新冠病毒在武汉快速传播，84岁高龄的钟南山临

危受命，坐着高铁逆行至武汉。从这一刻起，全民抗疫的大幕拉开。在

全国疫情最严峻的时刻，面对医护人员紧缺的危急现状，上海市疫情

防控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一句“不能欺负老实人”的大实话立即圈粉无

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交口点赞。大洋彼岸，被美国警察“跪杀”的黑人

弗洛伊德，引发全美持续半年的抗议示威，种族问题再次撕裂美国。

  2020年，悲痛与感动同在的一年。无数中国人没日没夜地坚守在

疫情第一线，快递小哥汪勇成为“生命摆渡人”；获得时代楷模称号的

张桂梅，创造出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05后少年盛晓涵“教科书式救

人”再次刷新了人们对年轻人的认知。这些普通人身上的真善美，让

人感动、泪目。

  2020年，惊慌与惊喜同在的一年。人生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

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一夜爆红的丁真以及出圈的90后央视女记者

王冰冰，再次说明，别惊慌，惊喜可能就在下一秒。

2020年留在记忆里的浓重一笔

  《三联生活周刊》第1117期封面文章《节俭一代退场》中写道：年轻

人深陷消费贷，是舆论讨论的热点现象。一方面，最近几年来，年轻人

被认为是完美的消费者，他们会玩敢花，扛起了很多公司的业绩，是扩

大内需的主力；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有“负债者联盟”这样的公开

群体，还有许多负债者互助微信群，里面都是被利滚利卷入债务洪流

的年轻人。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有助于扩大内需，但年轻

人过多地靠借债来过度消费、奢侈消费，是不是好事还不完全知道。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庞大金融体系的风暴总是从一笔笔坏账开

始的。我们把消费拉动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的时候，也要考

虑一下他们真实的购买力。在高涨的房价和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面前，

初入职场的毕业生也许并非想象中那么阔绰。消费主义和消费借贷

行业为了利润增长鼓动年轻人消费，年轻人被各种缜密的商业手段

挑动贪嗔痴、买买买时，都该冷静一下，想想消费能力和所能承担的

借贷额度是多少？这既是跌落债务陷阱的个人问题，也关乎金融体系

的安全、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赵珊珊 供稿）

年轻人深陷消费贷的热点现象

□ 杨宗科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

系列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讲话、指示。中央文献

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

面依法治国》一书，收入重要文稿54篇。习近平

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方法、

基本观点，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

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

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

问题，形成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逻辑严密、

系统完备、具有原创性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指

导构建具有突出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法治理论体

系和话语体系，引领中国法学研究从法律主题

向法治主题转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

思想，开辟了法治学研究新领域。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良法善治新理念。

法理学关于法治概念的定义有许多种类，这是

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法治理论和

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借鉴了古今中外有益的

法治理论成果，结合时代要求，把法治与国家治

理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

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

法是善治之前提”，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

治”。良法善治是新时代法治的科学理念，是我们

关于法治概念的新的历史视角和价值追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法治基本原理新观

点。关于法治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

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重视法治、厉

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重要作用”。关于法治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

障人民权益。”法治是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的重要需求，法治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他反复强调：“公正是法

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

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

用。”公平正义是我们党在国家治理中积极追

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加快建设公正高效

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

是法治价值的主体、公平是法治的生命，这是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价值理论的重大创

新。法治体系概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

概念，是中国法学对于法治理论的重要贡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

系的骨干工程，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都是关于法

治基本原理的新观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创建了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容丰富、逻辑严密。作

为体现思想主要内容的“十一个坚持”之中，关

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重

要论述，科学回答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

治国的问题，形成了“法治战略地位理论”；关

于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等问

题的重要论述，形成了“法治政治方向理论”；

关于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等问题的重要论述，形成了“法治工作

布局理论”；关于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

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等

问题的重要论述，形成了“法治重点任务理

论”；关于正确把握全面依法治国中政治和法

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

国和依规治党等关系的重要论述，形成了“法

治辩证关系理论”；关于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

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等问题的重要论述，形成了“法治

重要保障理论”。法治政治方向理论、法治工作

布局理论、法治重点任务理论、法治辩证关系

理论、法治重要保障理论全面回答了新时代怎

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的问题，共同了构成系统

完备、逻辑严密的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新

战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号召全党全国

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

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

互保障的格局。”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建设法

治中国的新战略包括：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坚

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

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建设高效的

法治实施体系，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建设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切实加

强对立法、执法、司法工作的监督；建设有力的

法治保障体系，筑牢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实后

盾；建设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定不移推进

依规治党；紧紧围绕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加强法治理论研究

新要求。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

法大学就全面做好法治人才培养工作进行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在充分肯定我国法学研究和法

治人才培养工作成效显著的同时，明确指出了

当下我国法学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主

要表现在，“学科结构不尽合理，法学学科体系、

课程体系不尽完善；社会急需的新兴学科开设

不足，法学学科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还不够，知

识容量需要扩充；有的学科理论建设滞后于实

践，不能回答和解释现实问题；有的教材编写和

教学实施偏重于西方法学理论，缺乏鉴别批判，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这些问题和不足，说明我们的法学学科体系建

设落后于法治实践发展，学科结构和学科体系

没有全面反映法治建设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

践创新的最新成果，学科理论不能科学合理地

解释和说明法治发展道路和规律。比如，目前我

国法学学科体系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限和不足

就是关于法律体系的知识比较丰富，法律理论

体系比较完备，但是缺少关于法治体系的知识，

关于法治与国家治理的理论体系很不完善。这

种发展状况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的战略需求很不适应。众所周知，法律不同于法

治，有法律未必有法治，有法治未必是良法善

治。现有的法律学理论体系，特别是法律解释学

理论和方法，如何为实现良法善治提供学术理

论参考，如何为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提供科学理性的建议，如何为提升依

法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方案，如此等等的现实问

题，依托现有的法律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恐怕

难以满足资政和指导实践的需求。

  解决我国法学学科结构不尽合理、学科体

系不够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

究不够深入等问题，正确方向就是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和科学阐述习近平总

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

内涵和核心要义，推进法治理论和实践知识系

统化、集成化、体系化，创建法治学理论体系和

学科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良法善治的新

理念和全面依法治国新理论，是指导我们创建

法治学理论学科的思想理论依据；习近平法治

思想关于建设法治中国的新战略，是指导我们

创建国家治理法治学、立法学，法治实施学、法

治监督学、法治保障学、党内法规学，社会治理

法学等法治学应用学科的思想理论依据。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发展新文科、建设新法学提供了强

大思想动力和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的法学研

究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加快推进形

成科学完备的法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推

动法学学科结构更加合理、法学学科体系更加

优化，建设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的新法学体系。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40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1月19日，由中国版

权协会、中华商标协会、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和吴汉东法学教育基金会承办的“中国知

识产权法学40年回顾与展望——— 暨吴汉东法学

文集（典藏版）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2 0 2 0年是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40周年。40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专利合作

条约、国际商标注册马德里体系在中国的普及运

用，推进“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中国的知识

产权事业也实现了大发展、大跨越、大提升，牢固

确立了知识产权大国地位，开启了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新征程。2008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决定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将知识

产权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国走出了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发展道路。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知

识产权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了一系列

重大部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引领我国知

识产权事业实现了大发展、大跨越、大提升，成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此次活动不仅是回顾与展望中国知识产权

法治建设的进程，也是致敬以吴汉东教授为代

表的一大批为我国知识产权法治事业发展作出

巨大贡献的专家学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杨灿明

主持会议并介绍出席嘉宾。参加会议的致辞嘉宾

和专家学者有：吴汉东教授，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中科院院士申长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二级大法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江必新，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一级

大检察官童建明，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显明，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阎

晓宏，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吉

林大学和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文显，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司法部原副部长甘藏春，中国法学会

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

级教授王利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

会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原

校长黄进，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驻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

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吕忠梅，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栾永玉。

  出席会议的嘉宾还有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

长于慈珂，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局长王晓

光，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法学院党委

书记、院长王轶教授，吉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蔡立东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曹诗权教

授，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中国刑事

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卞建林教授，中国法学会经

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守文，中关

村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知识产权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马一德教授，《中国法学》原总编

辑、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余劲

松教授，湖北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校学术委员

会主任刘大洪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易继明，腾讯公司党委书

记、高级副总裁郭凯天，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

庭长杨立初，九州通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刘兆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王锡锌以

及通过视频致辞的国外嘉宾学者。

  徐显明指出，40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的创造

上从一个弱国变成了一个强国；在知识产权的研

究上从过去的传统或者古典转向现代；知识产权

保护以行政保护为主转向司法保护为主；在权利

类型上从民事权利转向基本人权。他提出在新文

科背景之下，新法学当中的知识产权应该增加一

项使命——— 应当为弘扬科技文化作出贡献。

  阎晓宏在致辞中致敬吴汉东教授对我国知

识产权领域的巨大贡献。

  张文显指出，吴汉东教授在知识产权研究

当中坚持了中国立场，同时又对国际上的研究

择善而从，兼容并取，在他的努力下，也是在中

国知识产权界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知识产权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正在形成。

  甘藏春指出，40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法治经

历了学习、借鉴、吸收、消化、创新的过程。吴汉

东教授的文集使我们既能够回顾这段历程，又

能提炼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理，对未来发展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利明表示，吴汉东教授的文集是其一生心

血的结晶，见证了中国知识产权理论40年的发展

历程，也体现了中国知识产权理论的最高水平，

今后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特别是这

40年的历程，这套文集是绕不开的重要文献，知

识产权学者包括民法学者今后在知识产权领域

的研究都将把这套文集作为重要参考。

  黄进与大家分享了“中国法学第一班”的故

事，他指出，湖北财经学院法学专业恢复招生是

中国法学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吴汉东教

授为代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人在40多年

时间里辛勤耕耘，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国家法

治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研究回顾中国

知识产权法学40年的发展，黄进指出，要统筹国

内知识产权法治和国际知识产权法治，要更加关

注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创新。

  吕忠梅从环境法学人的视角从国内和国际两

个方面分析了对知识产权研究发展方向的看法，表

示期待有更多的环境法学者和知识产权学者携起

手来，共同为国家主权和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上，吴汉东教授法学文集（典藏版）发

布仪式举行。这是一套反映吴汉东教授从事知

识产权教研工作以及相关法律实务心路历程的

代表作，系统呈现了作者在知识产权研究领域40

年来的研究心得与智慧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社长李永强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莉分别致辞。吴汉东

教授与李永强、姚莉共同为新书揭幕。

会议研讨

法界动态

中国-北欧法研究中心
在华东政法大学成立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1月18日，华东政法

大学与挪威奥斯陆大学举行线上合作会议暨两

校共建的中国-北欧法研究中心在线成立仪

式。奥斯陆大学法学院院长Ragnhild Hennum教

授，前任院长、中心外方主任Dag Michalsen教

授与挪威人权中心副教授Ann a  M a r i a  C .

Lundberg，法学院研究员周勇，私法系教授Mads

Andenæs，斯堪的纳维亚海商法研究院教授Alla

Pozdnakova，公法与国际法系教授Larsen，国际

秩序下司法机关的合法角色研究中心教授Ole

Kristian Fauchald等一同出席在线会议。华东政

法大学副校长、中心中方主任陈晶莹，刑事法学

院院长孙万怀，法律学院教授李秀清、于明，《法

学》副主编、国际法学院教授袁发强，社会学系

主任李俊，环境法教研室主任张璐等参会。

  陈晶莹回顾了中国-北欧法研究中心成立

的“来时路”，并展望了中心未来发展的“前行

路”。她指出，从双方第一次接洽时仅有法律史

学团队、国际法学团队、社会学团队三个研究方

向，发展至如今五个研究方向的五支专业团队

齐头并进，共同推进中国法与北欧法的国别法

研究和比较法研究，更加彰显中国-北欧法研

究中心的重要意义。中心正式成立后，将首先组

织北欧法译丛、共同承担中国-北欧法研究项

目、以轮值方式定期举办研讨会等推动中心合

作实质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