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

院成立仪式在求是大讲堂举行。 复

旦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复

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暨国家人权

教育与培训基地） 主任孙笑侠教授

受聘兼任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

院长， 这是复旦大学与兄弟高校在

数字法治领域合作的新尝试。

为进一步深化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与浙江大

学在数字法治领域的合作， 实现数

字法院、 数字检察的迭代升级， 三

家单位决定汇聚各方优势， 共同成

立数字法治研究院， 为全球的数字

法治建设写下“浙江方案”。

成立仪式后， 浙江大学数字法

治研究院院长孙笑侠介绍了浙江大

学成立数字法治研究院的研究现况

与愿景。 他指出， 数字法治研究院

具有科技界、 司法界、 法学界三界

协同深度合作的优势， 回应了国家

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 将有利

于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

机遇。 数字法治研究院未来将努力

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执行

院长胡铭介绍了研究院筹备情况。

数字法治是推动数字赋能向制度重

塑的关键环节， 是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示范探索。 为贯

彻落实中央与省委的战略部署， 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

察院和浙江大学精诚合作， 发挥所

长， 助力信息时代的中国司法体制

改革，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法

治示范区。

（徐慧 整理）

重点学科推介

□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1843 年上海开埠以后， 凭

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开放包容的

商业文化， 迅速成为远东重要的

通商口岸。 然而与此地位不相匹

配的是， 上海缺乏一大批既懂外

语， 又懂商贸规则的本地职员。

当时的怡和洋行从法国进口了一

批用于摆饰的玻璃器皿， 由于缺

乏对“货越船舷风险转移” 这一

重要国际航运规则的认知， 装卸

工人竟将 3箱已经破碎的器皿搬

运下船， 船东由此不再认账， 直

接导致接船验货的中国员工被罚

俸 3个月。 小到个人生计， 大至

国家利益， 此类因不懂外语或商

贸规则受损吃亏的例子不胜枚

举。 因此， 李鸿章奏请清政府于

1863 年设立“上海外国语言文

字学馆”， 简称“上海同文馆”，

后于 1867 年改名为“上海广方

言馆”。

“上海广方言馆” 与 1862

年成立的“北京同文馆” 有两点

显著不同。 第一， 招生不限于贵

族子弟， 社会各界有志于学习洋

务者， 经考试合格皆可录取； 第

二， 学习课程更为广泛， 除英

语、 法语、 俄语等语言课程以及

必修的经学课程外， 还包括西方

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类课程， 突

显出清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迫切

性， 以及培养商贸人才的实际需

要。

由于当时的商品贸易过程中

所适用的均为西方法律规则， 而

西方各国在沪开办公司、 企业时

也以西方法律理念制定运作规程

和公司章程， “上海广方言馆”

由此极为重视西方法律的作用，

并认为只有领会这些法律规则，

方能知己知彼， 即使不能以夷制

夷， 起码也能少被算计。 为此，

“上海广方言馆” 开设了国际法等

法律课程， 聘请外国学者教授法

律， 如英国学者傅兰雅， 法国学者

鲍安等人。 这些学者不仅教授法

律， 而且翻译了不少西方法律著

作， 并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 如傅

兰雅翻译有 《公法总论》 《各国交

涉公法论》 等。 “上海广方言馆”

的法学教育与当时上海洋行对员工

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培训， 形成了

上海法律教育公、 私互补的态势。

“上海广方言馆” 是上海法学

教育的真正起源。 在它的影响下，

上海当时的学堂都开始设置法律课

程， 如 1881 年林乐知创办的“上

海中西书院” 就有万国公法课程。

然而持续四十二年的“上海广方言

馆” 的法学教育却存在着重大缺

憾， 如法学教育只重视公法教学而

忽视私法教学； 教学方式因教授者

而异， 傅兰雅的英美法系教学法，

鲍安的大陆法系教育法各行其是。

□法治报记者 徐慧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始

建于 1989 年， 2011 年 4 月经上海

市司法局批准， 由原刑事司法系更

名为刑事司法学院。 自学院建立以

来， 始终坚持以行业优势为支撑，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培养应用型实

践型的政法人才， 开创具有自身特

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为社会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 其中， 法学

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法学 （刑事

司法方向） 为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

和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刑法学为上

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和上海高校本科

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立德树人 注重实训

学院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

验教职工工作的根本标准， 把“求

真学问， 练真本领” “知行合一，

做实干家” 等作为教师的行动准

则。 学院有多名在全国具有较高知

名度和影响的专家、 学者， 他们在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中国犯罪学学

会、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 中国预

防青少年犯罪学会、 上海市刑法研

究会等全国性、 地方性学术团体中

担任了会长、 副会长、 常务理事等

职务。 不少教师在地方政府和政法

委、 公、 检、 法等党政部门担任法

律顾问、 咨询专家。

学院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实训

技能训练。 2019 年 5 月，以刑事司

法学院学生为主的上海政法学院辩

论队， 在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法学组联席会主办的“日盈

杯”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

赛中获得冠军。 2019年 11月，获得

“日盈杯”第五届上海市大学生模拟

法庭竞赛冠军。 2020年 12月，上海

政法学院再次问鼎上海市高校大学

生法治辩论赛冠军。此外，刑事司法

学院积极饯行高校对于社会的服务

功能，依托专业社团，积极开展志愿

服务， 积极参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教育和社区文明创建等活动。 学院

的禁毒志愿者协会多次获得市级奖

项和媒体报道，2019 年获上海市五

四青年奖章（集体）。

科研引领 强化师资

近年来， 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

等方面投入大量心血， 旨在推进学

院师资队伍和学科、 专业建设， 构

建一支具有深厚的刑事法理论功底

与技能技巧的师资队伍。 刑事司法

学院现有专职专业教师 21 人， 高

级职称人数占三分之二， 其中， 正

教授 4人， 副教授 11 人。 近年来，

学院教师在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论

文 600 余篇， 其中在 《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 等法学类权威及其他

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承担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省部

级项目及其他重大课题 30 多项，

出版专著百余部， 并获得多项国家

级、 省部级以及其他各类奖项。

2018 年以来， 刑事司法学院

先后举办三届上海政法学院“刑法

论坛”， 分别围绕着人工智能的刑

法规制、 新兴经济活动中的罪刑问

题、 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刑法

问题等深入研讨， 在全国产生广泛

影响。 学院还先后邀请多名学科领

域的资深专家、 学者莅临讲学， 拓

展了学科的学术交流层次。 学院还

与 20 多家政法单位签订了教研实

习基地的共建协议， 并派多名教师

挂职各区副检察长、 出国访学， 与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匈牙利、

印度等相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创新发展 未来可期

未来， 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科将

继续秉承“刻苦求实、 开拓创新” 的

校训精神， 结合本校办学特色、 学科

特点、 教研需要， 创新发展理念， 进

一步提高刑法学科的培养质效， 擘画

学科发展新蓝图。 结合国家“十四

五” 规划以及 2035 年远景目标， 学

院将突出法学学科新发展理念的引领

作用， 发挥自身服务优势“双循环”，

致力于拓展刑法学科教学、 科研和人

才培养各领域工作， 确立与发展体现

上海市地域优势和刑法学科理论底蕴

的研究方向， 集学院之力培养系统掌

握法学知识， 熟悉我国法律、 法规和

相关政策， 掌握刑事司法基础知识和

技能， 具有一专多能， 适应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需要， 服务于刑事司法工作

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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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学科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培养知行合一的实用型政法人才

“上海广方言馆”蹒跚学步第一课

□记者 徐慧

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

的当下，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作为一

项国家战略，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 而要落实这一国家战略， 必须

依赖法治的保障， 必须构建合理的

国民卫生健康法治体系。 为此，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民卫

生健康治理法治化研究” 开题研讨

会 4月 10日于华东政法大学召开。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

教授作为课题首席专家， 在对课题

作总体介绍时表示， 2016 年， 中

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 《“健康

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提出健康

中国发展战略。 在实施健康中国发

展战略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

时期， 国民卫生健康治理模式正在

经历转型。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作为

一项国家战略， 要得到落实， 必须

依赖法治的保障， 必须构建合理的

国民卫生健康法治体系。

在谈及如何构建国民卫生健康

治理法治化体系时， 郭为禄认为，

应明确国民卫生健康治理法治体系

的价值目标———“人民健康优先”。

在构建法治体系框架时， 应与健康

中国发展战略保持一致， 紧紧围绕

普及健康生活、 优化健康服务、 完

善健康保障、 建设健康环境、 发展

健康产业几大重点领域， 形成法律

规范及治理体系。

此外， 要充分吸取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经验教训， 补足传染病防

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应急

法治的短板， 通过法律的“立、

改、 废、 释” 化解防控中出现的法

治瓶颈， 建立一套保障法律实施的

问责体系。

从国际视角出发， 以“人类健

康命运共同体” 为主轴参与国际卫

生健康法治建设， 以健康权这一基

本人权为纽带实现国际法治与国内

法治协调一致。

国家卫健委法规司司长赵宁、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办公

室主任胡健和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

罗培新对于课题的整体思路进行评

议。

他们充分肯定了课题整体思路

的思想性、 逻辑性和科学性， 认为

课题研究的展开必将为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的国民健康法治建设的理论

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提供智力支

撑。 几位专家分别从国家对于国民

健康法治的立法需求、 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深化价值基础理论研究、 以

课题研究促进公共卫生法研究和教

学、 从历史维度角度强化公共卫生

法治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建设性

和指导性的评议意见。

华政召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开题研讨会

探索构建国民卫生健康法治体系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成立

加速数字法治实践应用上海法学教育风雨史话

近日， 中国首家涉外法治研究

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

治研究院” 成立大会暨“首届涉外

法治高端论坛”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成功举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

长、 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长梅夏英系

统介绍了涉外法治研究院的成立背

景、 定位和使命、 工作机制和工作

内容。 梅夏英院长提道： “涉外法

治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涉外法治建

设同时也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外法

治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含有涉外因素

的法律关系， 这个概念超越了通常

所讲的部门法划分， 更接近领域法

的概念， 它既包括国际法问题， 也

包括含有涉外因素的国内法问题，

比如外商投资、 移民管理等等， 还

包括外国法、 国别法问题， 尤其外

国法当中可能涉及我国的内容。 涉

外法治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以

涉外因素统领各个法律部门， 坚持

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

梅夏英院长表示， 涉外法治研

究院将全力推动基础性、 前沿性、

战略性问题研究， 积极参与国际规

则制定， 提高涉外法治研究水平和

人才培养水平， 为涉外法治工作作

出更大的贡献。

之后举行的首届涉外法治高端

论坛上， 与会专家就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 如何高效地运作涉外法治研

究院， 如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开

展涉外法治研究等方面展开研讨。

（徐慧 整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我国首家涉外法治研究院

推动涉外法治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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