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近期， 上海市教委

公布了“上海高等学校一流研究

生教育引领计划” 首批入选学校

名单。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科 A+

研究生培育与提升” 项目及上海

政法学院“对接国家安全法治战

略， 创新新时代一流法学研究生

培养机制” 项目入选。

据了解， 一流研究生教育引

领计划是上海市教委为推动上海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创新发展， 构

建一流的研究生培养机制， 进一

步突出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双一

流” 建设中的高端引领和战略支

撑作用而于今年正式启动的项目。

该项目依托雄厚的资金、 有

力的政策， 大力推进上海市各高

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创新。 首

批公布的入选项目共有 31 项， 涉

及沪上 31 所高校。

上政申报的“对接国家安全

法治战略， 创新新时代一流法学

研究生培养机制” 项目， 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重点聚焦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和上海发展目标， 紧密围绕

上政建设具有鲜明政法特色的一

流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

发挥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国

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等平台

的集群效应， 对标国家学位点布

局改革总体要求以及新一轮学科

发展需要， 将进一步推动上政聚

焦主干学科领域培养德法兼修、

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应用型拔尖创

新人才。

日前， 上外 2019 年国别与区

域法律论坛暨“跨文化与多元法

治” 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

学举行。 与会专家表示， 有必要

从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来提炼出

我们自己的法治理论， 提炼中国

理论， 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

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他对论

坛的举行表示祝贺， 对与会嘉宾

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指出， 在第二届“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结束

之际 ， 上外法学院在此举办

“2019 年国别与区域法律论坛学

术研讨会”， 对“跨文化与多元法

治” 这一主题开展学术交流与研

讨，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不断加强，

在跨文化的背景下， 不断增进对

国别区域多元法治的了解与尊重，

推进完善“一带一路” 法治保障

体系建设， 深化“一带一路” 法

治交流与国际合作， 是涉外法律

人才培养的重要内涵， 也是区域

国别法治研究的重要阵地。 他希

望法学院以“多语种＋” 法学学

科建设和特色法律人才培养为路

径， 不断凝聚国际法、 外国法和

比较法的研究优势， 在区域和国

别法治研究领域不断探索， 取得

更加显著的成效。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

教授在主旨发言中， 以营商环境

评估为主题， 梳理了目前全面优

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要求和时代背

景。

他提出迎接 DB 评估的三个

基点， 并结合具体案例阐述了世

行标准及其局限性， 以及我国在

优化营商环境中的经验。

上海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会

长龚柏华教授从“共商、 共建、

共享” 与当代国际法治的关系谈

起。

他认为共商是前提， 共建是

过程， 共享是结果。 在用国际法

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程

中,“共商、 共建、 共享” 的“三

共” 原则既是传统国际法原则,又

是现代国际法原则。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郑

戈教授对法律与发展的关系进行

了重新解读， 认为一些法学家将

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适应其本国国

情和发展阶段的地方性知识当成

普世价值， 导致我国在实践上非

常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

理经验， 在理论上未能得到充分

的提炼和总结。 他认为有必要从

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来提炼出我

们自己的法治理论， 提炼中国理

论， 讲好中国故事。

论文重点介绍了“贺建奎事

件” 中所涉及的技术问题和法律

问题。

对于“贺建奎事件” 所引发

的我国应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立法

工作， 尤其是国家安全健康委员

会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发布的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

例 （征求意见稿）》 以及我国 《民

法典人格权编》 中增加对基因编

辑技术的相关规定， 郑戈表示：

征求意见稿存在以下几点进步：

区分了临床研究的风险等级； 区

分了临床前的实验室研究和临床

研究； 区分了学术审查、 技术评

估和伦理审查。

但其仍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

地方， 如： 在将哪些因素纳入学

术审查的范围、 哪些因素纳入伦

理审查的范围这一问题上， 该征

求意见稿仍需要改进。

此外， 该征求意见稿未对基

因编辑技术的应用目的是“为了

治疗和预防疾病”还是“为了改良

基因”予以区分，亦未对基因编辑

的对象是体细胞还是生殖细胞予

以区分，而基于上述区分的分类治

理则是早已形成的国际共识。

第二届刑法专题论坛在华师大法学院举办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适用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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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慧

日前， 由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和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共同

主办的“因果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专题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 与

会专家就刑法中相对因果关系理论

的适用展开研讨， 并表示， 刑法因

果关系的判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

是因果关系的范围， 对于因果关系

的判断最后要落脚到中国刑法适用

和中国民事责任的规则上。

轻微暴力案件的因果

关系与归责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黄祥

青院长围绕“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

件中的因果关系与归责” 做主旨演

讲。 黄祥青院长结合司法实践对轻

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做四种具体不

同类型的区分， 并相应地予以不同

处理。 在处理中需要注意， 在法律

上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应考虑主观要

素， 对具体案件的法律应用应特别

关注系统和目的解释。 他表示， 刑

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就是因果关系的范围， 对于因果

关系的判断最后要落脚到中国刑法

适用和中国民事责任的规则上。

上海交通大学的张绍谦教授针

对黄祥青院长的演讲指出， 在轻微

暴力致人死亡的问题上， 法官从限

缩层面上进行定性是妥当和适当

的。 在自由讨论阶段， 学者们针对

轻微暴力没有达到伤害射程而产生

致死结果的定性问题， 以及刑事民

事是否应在归因问题上一体化等问

题展开探讨。

刑法因果关系说受到

的挑战

近年来，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相

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理论孰优

孰劣的问题有诸多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对传

统因果关系解决结果归责的路径进

行了反思， 指出结果归责不能完全

借助科学路径予以解决， 应在条件

说基础上进入规范评价即诠释学的

范围。

南京大学法学院徐凌波副研究

员认为， 整个因果关系理论发展史

都是围绕着对条件公式的批评、 反

思和限制， 因此应重视条件公式的

内涵， 及其在因果关系理论中的地

位， 并对此进行厘清。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邹兵建副

教授将相当因果关系分为三种类

型： 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 经验

论的相当因果关系、 规范论的相当

因果关系， 并对不同类型的相关因

果关系学说的发展作了介绍。

华东政法大学张勇教授提出相

当因果关系的二元模式， 认为刑法

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采取归因和归

责模式。

客观归责理论的本土

化运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孙运

梁副教授基于北京市海淀法院的一

个判决， 探讨了客观归责理论的本

土化运用问题。 案件主要涉及被害

人在被告人美容院做吸脂手术出现

身体伤害送医抢救死亡的情况。 案

件的判决书借鉴了客观归责理论的

判断规则和思维， 体现了客观归责

理论第二个判断规则， 即法所不容

许风险的实现。 尽管判决书也存在

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是也可以

说客观归责理论在中国大陆已经开

花结果。 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但是判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 指导

意义。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马卫军副教

授认为被害人自我答责涉及到责任

承担范围问题， 应从被害人自我答

责角度进行反向思维， 并从四个方

面探讨了被害人自我答责的作用。

在与谈点评阶段， 围绕上述内

容， 与会专家分析探讨了如客观归

责判断标准是否明确的问题、 如何

适应实践部门形成共识概念的问

题、 被害人自我答责排除不法的根

据原理问题以及实行行为概念在德

国是否真的被放弃等问题。

特殊犯罪类型及个案

的因果关系

东南大学法学院李川教授梳理

了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相关理论，

认为不作为因果关系问题只需要判

断归责， 归因并不重要。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邓

毅丞副教授认为结果加重犯的法定

刑过高， 因此需要在因果关系上加

以限定， 最好的方式是借鉴德国刑

法的直接性要件， 但应对直接性要

件加以修正。

安徽大学法学院储陈城副教授

通过对 Winny 案的分析指出， 其

既涉及对中立帮助行为的争议， 也

涉及对不特定者是否成立帮助犯的

争议， 并认为应慎用中立帮助行为

的理论。

与谈点评学者和与会学者围绕

“客观归责理论判断不作为犯因果

关系方面的优势” “直接性要件与

直接因果关系的问题” “义务犯理

论的争议” “对 Winny 案适用相

当因果关系还是客观归责理论判

断” 等问题， 开展了充分的讨论。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周宇

检察官指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需

要专业知识， 而法医学技术性证据

审查能够从专业角度帮助做出科学

的判断。

上海严诞生律师事务所毛小明

律师认为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的因

果关系应区分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

因果关系两个层面， 在事实因果关

系方面应遵循条件公式， 在法律因

果关系方面应遵循折中的相当因果

关系理论。

与谈点评阶段， 点评人与与会

专家围绕着下列内容同报告人展开

了交流讨论： 实行行为性、 危险现

实化属于因果关系之内还是之外、

相当性因果关系的优势、 行为人主

观方面的体系性地位、 延误诊疗是

否属于非法行医行为、 疫学因果关

系可能引发的问题等。

此次论坛由上海市法学案例法

学研究会、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编辑部、 靖霖律师事务所共同协

办。

论文工作坊

当法律邂逅基因编辑技术
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首批“上海高等学校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公布

沪上两大政法院校研究生项目入选

上外举办2019年国别与区域法律论坛

推进完善“一带一路”法治保障体系建设

编者按：

论文工作坊是近来国内各大高校分享教师论文成果，

指导学生论文写作的新模式。 开设论文工作坊不仅能展示

教师的最新研究成果， 接受其他教授的评议， 提升论文成

稿质量， 也向学生展示论文成稿的思考过程、 研究与写作

的方式， 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学术成果的转化。

今起 “法学院” 版面将不定期开设论文工作坊栏目，

分享法学院校论文工作坊的最新学术成果。

朱晓喆教授以清晰化的图表

方式对资产证券化的基本交易结

构进行了详细介绍。 对于本次报

告中的核心案例的案情和裁判理

由进行了基本梳理。

对于我国资产证券化理论和

实务中常以美国法上的“真实出

售” 标准来确定基础资产的转让

问题进行反思， 以具体的八项理

由有力指出， 在中国法的语境下

以“真实出售” 判断资产证券化

基础资产的权属归属并无必要。

对于资产证券化中“将来债

权” 让与的问题， 应当借鉴比较

法的经验， 根据“将来债权” 让

与是“有基础的将来债权让与”

还是“纯粹将来债权让与”， 而在

有无溯及力的法效果上进行区分。

同时指出， 在立法层面上应当尽

快确立债权让与登记的对抗效力，

从而确保投资者的利益， 促进资

产证券化交易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的资产转让

与“将来债权” 让与
朱晓喆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 张昱

上海缘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证 照 编 号 ：

05000000201901250024，副本证

照 编 号 ：

05000000201901250025，声明作

废。

遗 失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