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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跨法系刑事法比较研究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日前，首届跨法系刑事法比较研究论

坛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来自德国、日本、芬兰和我国高校的多名

刑法学知名学者，围绕“刑法学方法论的现状与展望”主题进行

研讨。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表示，比较刑事法学作为法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领域，对于推动各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促进国际刑

事司法合作具有深远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

度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只有通过比较与借鉴，才能实现法治

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对于本次论坛的主题，他强调，面对日新月异的

社会发展和不断涌现的新挑战，刑法学方法论要实现不断的自我更

新。他希望本次论坛能够成为西政乃至中国刑法学扩大国际合作与

交流的新起点，通过西南政法大学比较刑事法学研究院，进一步将中

外刑事法的交流机制稳固和扩大，推动高水平的刑事法比较研究，为

推动世界各国的法治进步贡献智慧。

首届中非法律论坛“宪法与国家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近日，首届中非法律论坛“宪法与国家发

展”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围绕“宪法发展中传统

与现代因素的交融”“宪法对国际社会公认国家发展目标实现的作

用”“经济活动与社会公正的宪法保障机制”“宪法在国家发展中对地

方自主性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重申了全球化背景下法治在国家治理与

国际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表示，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

核心工具，在中非合作中的作用正日益凸显。法律交流能够增进彼此

理解，促进双方稳固合作，共同应对新的挑战。中非法律交流应当以

平等互利为原则，以人才培养为关键。希望本次中非法律交流，能够

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法治力量，在合法、公正和可

持续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中非双方合作，为建设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

法治秩序增添新的生机。

□ 刘晓红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

  时维九月，金风送爽；秋意盎然，丹桂飘香。

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2922名莘莘学子，怀

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执着，相聚在美

丽的上海政法学院，使佘山北麓的花园学府愈

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上海政法学院成立于1984年，今年恰逢建

校四十周年。而今，正值青春韶华的你们在万千

学府中选择了上政，更是成就了野马浜畔最美

好的相遇。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预科生，

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远道而来的留学生，未来

几年里，上政这片沃土都将见证你们的辛勤付

出与茁壮成长，期待你们与上政共同续写更加

华美壮丽的青春篇章。

  四十载春华秋实，上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初心坚如磐石。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学校始终以培养德法兼修、全面发展，具有宽

厚基础、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全球视野的高

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己任。在一批政治素

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

质教师队伍引领下，上政学子在学科竞赛和文

体比赛中屡创佳绩、摘金夺银，在志愿服务和

社会实践中贡献力量，综合素质和整体竞争力

持续提升。学校致力于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水

平，为你们搭建起实现人生梦想的广阔舞台，让

每一位学子都能在和上政的“双向奔赴”中实现

人生梦想。

  四十载筚路蓝缕，上政胸怀天下、至诚报国

的精神历久弥坚。学校始终坚持“立足政法、服

务上海、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主动

服务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建校伊始就开

启了与国家法治建设同频、与社会发展需要同

向的非凡历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

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的设立，更是为上政服务国

家战略开辟了广阔天地，赋予了学校新的历史

使命。近年来，学校捷报频传，先后获批教育部、

司法部法律硕士（涉外律师）、法律硕士（国际仲

裁）培养项目，入选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

培养基地、教育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

基地（培育），肩负起为国家培养紧缺涉外法治

人才的重任。随着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迈上新

台阶，必将为上政服务国家、奉献社会注入更加

强大的动力。

  四十载栉风沐雨，上政砥砺奋进、追求卓越

的姿态始终不渝。一代又一代上政人接续奋斗、

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共同推动各项事业实现了

更高质量发展，为你们探索求知、卓越成长创

造了良好条件。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对外交

流合作、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

绩。在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和辛勤付出

下，我们必将实现全面建成具有鲜明政法特色

的一流应用型大学的奋斗目标！

  四秩华章，弦歌不辍。你们怀揣着梦想而

来，你们的“青春梦”与“上政梦”“强国梦”紧密

相连，你们的每一步成长都与上政事业发展、民

族伟大复兴同向同行。在这个隆重的时刻，我想

对你们提几点希望，期待你们传承和发扬上政

人勇于担当、不畏艰难、团结奋进、敢闯新路的

精神，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续写属于新时代

上政人的辉煌。

  希望你们树立远大理想，把牢爱国奉献、

挺膺担当的青春航向。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正引领着时代的深刻转型，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也正处于至关重要的历史节

点。你们的“人生黄金期”与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关键期”高度契合，你们既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拥有着无限可能的机

遇。“青春的接力，亦是使命的接力”，责任与担

当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和境界。“平平淡淡才是

真”固然可以成为个人的选择，但缺失了与伟

大时代同频共振、相向而行的激情与豪迈，缺

失了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奉献的自豪感和成就

感，这无疑将成为人生中的一大遗憾。新时代

青年应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将自己的理

想与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将个人的前途与

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希望你们能胸怀“国之

大者”，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用青春热血浇灌理想之花，用实际行动践行

青年担当，在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展

现更大作为！

  希望你们坚持德法兼修，展现崇德向善、

明法笃行的青春风貌。“德不厚，无以载物”，德

行是内心的自我约束，做人做事第一位的就是

崇德修身。道德修养重在践行，作为新时代的

青年学子，希望你们能做到见贤思齐、知行合

一，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在日常生活的点

滴中锤炼道德意志，坚定道德信念，涵养道德

品行，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同时，你们也

要认识到，道德的基本原则需要法律的确认和

保障，作为一所政法院校的大学生，要真正做

到德法兼修、全面发展，无论修读哪个专业，

都要把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法治素养作为终

身必修课。希望你们能充分利用上政丰富的

法治资源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法治精神深

深植根于心，勇往直前、不懈奋斗，努力将自己

塑造成为具备上政精神、上政情怀、上政品格

的新时代佼佼者。期待未来，你们为法治中国

的建设贡献上政人的力量，书写属于自己的

辉煌篇章。

  希望你们矢志砥砺奋斗，彰显勤学苦练、求

真问道的青春风采。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伟

业。大学是你们人生道路上学习成长的重要阶

段，更是为未来奠定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大学

期间，学习的难度更大、挑战更多，这就要求你

们学会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在主动学、深入学

的过程中，不断锤炼自我、挑战自我、提升自我。

同时，还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获取真

知、创新创造，将书本知识与现实问题紧密衔

接，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在学以

致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攀登知识高峰、练就过

硬本领。希望你们在最能吃苦、最该拼搏的年

纪，主动跳出“舒适圈”，以“自找苦吃”的精神迎

难而上，用智慧和汗水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镌

刻成不凡的篇章！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正值

蓬勃发展的上政，已为你们的成长与成才铺设

了宽广的舞台；而气象恢宏的新时代，更为你

们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开启了无限可能。希望

你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大

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将一代代上政人在

奋斗中铸就的精神薪火相传，以青春之我创造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辉煌篇章，成就精

彩人生！

  （文章为作者在上海政法学院2024级新生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节选）

接力上政奋进之路 书写最美青春之歌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9月21日，中国法学

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

会，选举新一届会领导、常务理事、理事。开幕式

上，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发表

讲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黄薇，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陈家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

朱信凯致辞。

  王洪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法学会对知识产

权法学研究会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强调知识

产权法学研究会新一届理事会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

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切实履行职责，扎实做好工作，引领广大知识

产权法学法律工作者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作出

新贡献。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根本遵循，繁荣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服务知识产

权法治建设；要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积极参与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新征程上研究会工

作高质量发展。

  黄薇指出，当前，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面对纷繁复杂

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和保护工作还将不断发展和完善。希望中国

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多出研究成果，继续

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贡献

智慧。

  陈家昌表示，希望各位知识产权专家学者进

一步开拓视野，瞄准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

目标，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

共同为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朱信凯表示，为指导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革

命性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项重大任务。新

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激发和保护创新，

离不开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制度正日益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所在。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

研究会新一届理事会，陶凯元当选会长，郭禾当

选常务副会长，曹新明、单晓光等当选副会长，张

广良当选秘书长。

  陶凯元指出，新一届理事会要在中国法学会

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理

论和实践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努力把知识

产权法学研究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

活力，充分发挥研究会的“智囊团”“思想库”“人

才库”作用，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展现新担

当、实现新作为。

  陶凯元强调，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是知识产

权法学法律界的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是繁荣知

识产权法学研究的国家智库和主阵地。必须要坚

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深化知识产权法学理

论研究，持续丰富发展知识产权法治实践，自觉

把研究会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去思考、

去谋划，不断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律体

系，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知识产权法学研究

领域落地落实落细。要研究“真问题”，要“真”研

究问题，从真问题中找真答案，从实问题中找实

办法，推动解决制约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瓶

颈问题。要进一步加强智库平台建设，围绕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等一系列战略性、基础

性、普遍性、前沿性重大问题，提炼规律性认识和

创新性理论。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努

力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

献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的智慧和力量。

□ 谢鹏程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建立一体推进涉外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

养的工作机制。”这为加强和改进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工作指明了方向，将对建设一支崇尚法治精

神、胜任实务工作、专业结构合理的涉外法治人

才队伍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大任务迫在眉睫

  随着我国不断发展壮大，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我国企业和公民也越来越多走向世界。在

国际交往中，我们必须有一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

护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

  亟待建设一支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我

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外汇储备

国、旅游市场，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进口国、对外

直接投资国。与我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比，涉

外法治工作水平还不匹配，涉外法治人才是薄弱

环节之一。譬如，2019年至2021年中国承担联合国

会费的比例是12%，但是2021年中国在联合国雇

员总数中的比例只占1.2%。

  亟待建设一支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

效法律服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法律复杂多样，法律服务需求大而供给

不足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一带一路”建设的一

个突出问题。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已经同145个

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我们必须尽快培养一支能够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法律服务的涉外法治

人才队伍。

  亟待建设一支有效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海

外合法权益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自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企业和资本越

来越多地走出国门。2021年一年，我国境内投资者

共对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6349家境外企业进

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7331.5亿元人

民币。为了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的合法权益，必须

加强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和国别法的研究，培

养大批涉外法治人才。

四个环节有待贯通

  我国现有100余所科研院校从事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工作，但是涉外法治人才短缺问题仍然突

出，这既有质量不高和数量不足的问题，也有专

业结构不合理、实务工作能力欠缺的问题。究其

原因，主要是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四个脱节”：

  供给与需求脱节。有的院校在培养方向、专

业结构设计和开设的课程等方面没有针对实务

工作的需要，也不太关注和了解人才市场对各类

涉外法治人才的具体需求。

  教学与实务脱节。一方面，教师队伍中来自

实务部门的人员偏少，多为高校毕业后直接从事

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实操性课程

偏少，到实务部门（特别是国际组织和立法部门）

实习难。

  培养体系与支撑体系脱节。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是一个产业链。除了培养（人才生产）需要适格

的师资、课程、教材、教辅材料和实习基地外，上

游需要适格的人才输送，下游需要人才中介组织

推销，缺少上下游支撑体系，就难以为继。

  规划布局与统筹推进脱节。我们需要的涉外

法治人才大致有五类，即国内涉外立法人才、国

内涉外执法司法人才、国内涉外法律服务人才、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法律人才、派驻外国法律人

才。但是，各类人才大致需求量，各院校如何分

工，缺乏统筹和落实。

五个方面一体推进

  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一

体推进。这是《决定》在总结近年来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加强和改进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工作机制的重要政策和策略，从根本上

解决了涉外法治实务与人才培养脱节的问题，是

解决涉外法治人才短缺的必由之路。

  市场导向与发展中介组织一体推进。当前涉

外法治人才短缺的根本原因是用计划经济的思

维模式来办学。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

等实务部门没有参与到办学中来，其需求也没有

反映到办学中来。因此，一方面要加强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机构与实务部门的互动，建设涉外法治

人才协同培养机制；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涉外法

治人才中介组织，做好涉外法治人才向国际组

织、实务部门的推送工作以及涉外法治人才市场

需求的动态把握工作。

  国家统筹规划与院校分工合作一体推进。建

议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成立涉外

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全国人大、最高法、最高检、

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为

成员单位，制订涉外法治人才发展规划，明确各

相关院校的分工，定期督促检查规划的落实。

  涉外法治实务部门培养与高等院校培养一

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等实务

部门既是用人单位，也是教学单位；其工作人员

既要当教员，也要当学员。加强培养涉外法治人

才的高等院校与涉外法治实务部门在师资、教

材、实习等方面的协作，建立相对稳定的对口合

作关系。

  国际合作与开放涉外法治人才市场一体推

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对外开

放的力度逐步加大，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国际

合作也不断加强，但是总体上对外国律师在中

国的执业限制比较多，虽然主观上保护了国内

法律服务市场，但是客观上不利于企业和公民

获得有效的法律服务，不利于国内涉外法治人

才市场的成熟，也不利于我国涉外法治人才队

伍的发展。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召开换届选举大会
陶凯元当选会长

加强和改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

  9月21日至22日，第七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

法典化”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主题是：面

向未来共同法的民法典。来自意大利、俄罗斯、韩国、

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塞尔维亚等欧陆、亚洲和拉

丁美洲国家以及我国法学界不同领域的学者、法官、

律师和立法机构的法律同仁出席会议，共谋民法之

治。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此次盛会既推动了不同法律

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也为我国在民法典基础上发

展自己的民法解释论提供了新的比较视野、理论见地

和实务经验。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意大利罗马第一

大学、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中意法典化和法学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中国

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市债法学研究会联

合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中意法与罗

马法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与意大利法研究

中心承办。

  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与意大利法研究中心名

誉主任、中意法典化和法学人才培养研究中心中方

负责人费安玲教授，意大利比萨大学副校长Aldo

Petrucc i教授主持开幕式。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教

授、中意法典化和法学人才培养研究中心主任

Sandro Schipani，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王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

马正平，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中国政法大学

比较法学研究院院长解志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

济法学院院长于飞分别作大会致辞。意大利宪法法

院名誉院长Cesare Mirabelli教授、意大利罗马第一大

学法学院院长Oliviero Diliberto教授向大会发来书面

致辞。

  大会主题报告环节重点讨论了中国民法典与欧

洲法、罗马法上的重点问题。第一场大会主题报告由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谭启平教授、意大利

罗马第二大学欧亚研究中心主任Riccardo Cardilli教授

主持，清华大学教授崔建远以《借名买房关系中房屋

所有权的归属》为题进行报告，Sandro Schipani介绍了

共同法律体系下的公民、法学家与法典，王轶作题为

《违约方申请司法解除制度研究》的报告，意大利卡利

亚里大学教授Angelo Luminoso从欧洲模式与中国民

法典的比较介绍了权利变动规则与物权转让技术，本

环节由Aldo Petrucci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与谈。第二场大会主

题报告由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Antonio Saccoccio教授和吉林大学教

授马新彦主持，厦门大学教授徐国栋以从罗马法到当代欧洲国家法

为线索介绍了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应与生命权耦合，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黄风作题为《刑事诉讼中的“先民后刑”》的报告，本环节与谈人

为巴西麦肯锡基督教长老会大学教授Rodrigo Arnoni Scaloquette和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教授。

  大会还设置了四个分会场和青年论坛，就民法典中的法律主体、

民法典与环境、民法典中的债、民法典与刑法、民法典与公司法、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的不同国家之经验六项具体议题展开研讨。同时为《意

大利民商法译丛》举行了首发式。

（法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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