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11 月 25 日， 2022 全球数商大会数

据要素合规流通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 论坛

由全球数商大会组委会指导， 上海市法学会、 上

海数据交易所主办， 以“数字资产的合规开发与

交易” 为主题。 与会专家学者从数据要素权益配

置， 数据合规流通制度供给， 数字作品交易， 数

据交易所、 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合规管理， 个人数

据合作治理等多元视角， 聚焦数字资产的合规开

发与交易， 积极回应数字资产的合规开发、 权属

界定和交易规则等关键法律问题， 为推动建立完

善相关规则制度贡献学术力量。

论坛上， 市法学会党组书记、 会长崔亚东为

2022 数据合规流通论坛主题征文活动获奖作者

代表颁奖。 市法学会党组副书记、 专职副会长施

伟东发布了上海市法学会“东方法喵” 系列首款

数字资产。

近日， 由复旦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条

约解释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新实践研讨会”

举行。 这是继 2019 年、 2021 年的条约解

释问题研讨会之后， 复旦大学法学院第三

次就这一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议

题主办研讨会。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世刚教授介

绍了张乃根教授与研讨会有关的学术专著

《条约解释的国际法》 荣获 2022 年第十五

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

奖的情况， 以及法学院加强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的举措与进展。

本次研讨会围绕国际法院、 世界贸易

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等国际裁判机构晚近对

涉案条约的解释和我国各级人民法院近年

来在适用条约中的解释实践展开深入探

讨， 并为贯彻落实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

治， 推进国际法治的中国方案， 建言献

策， 分为“晚近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

释” 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条约解释” 两

个专题。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朱利

江教授以“条约司法解释中的政策运用”

为题首先发言， 结合国际法院等国际争端解

决机构的具体案例， 探讨了条约解释中显现

的国际司法政策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新军教授以“条约设

立机构的条约解释权能和司法仲裁机构的权

能界限” 为题分析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有关外大陆架条款的解释问题。 他指出， 此

类国际条约调整事项越来越多涉及“科学问

题”， 对司法机构解释条约造成障碍， 并以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与国际裁判机构的权能划

分为例， 指出两者在判定大陆架界限问题上

的权力是互补的， 并不冲突。 但裁判机构可

能自我谦抑， 以维护其自身的权威性。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何其生

教授讨论了“国际私法条约在中国法院的直

接适用”。 《民法通则》 中的规定， 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 但

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在被

废止后， 我国需要制订相关国际条约的适用

规则， 并优先考虑条约直接适用的规定。

复旦大学法学院蔡从燕教授讨论了“中

国法院适用条约的司法政策”。 首先指出国

内法院适用国际法既是法律过程， 也是政策

过程， 且后者的相对重要性逐渐增强。 在此

基础上， 蔡教授分析了中国法院适用条约的

司法政策变迁： 从维护司法权威转变为促进

跨国司法对话日益突出展现中国法治智慧和

我国法治方案， 提高法治中国的国际形象。

复旦大学法学院张乃根教授以“试析条

约解释规则在我国法院的适用” 为题作了发

言。 张乃根教授首先回顾了我国法院适用条

约解释规则的依据， 随后详细分析了 《公

约》 的条约解释规则、 CISG 的条约解释规

则和与国际条约相一致的解释规则在我国法

院的适用。 张乃根教授结合实际案例， 指出

了我国法院在适用前述条约解释规则时均有

值得商榷之处， 并提出了其认为更为合理的

解释结果。 在

此基础上， 张

乃根教授提出

我国建立健全

司法条约解释

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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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朱非

日前，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上

海市法学会港澳台法律研究会 2022 年年

会” 暨“宪法视野下的‘一国两制’” 学

术研讨会。 与会人员围绕“基本法在特区

的运作和实施” “基本法的解释适用”

“大陆地区与港澳台地区法律的融合” 三

个主题展开研讨。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港澳台法

研究会会长朱应平会长指出， 研究会成立

三十年围绕党和国家“一国两制” 方针政

策， 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开展港澳台治

理的法治化理论和实践研究； 积极参与全

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研究，

向党和国家提供依法治理港澳台工作的建

议； 重视老中青传帮带和加强对年轻学者的

支持和培养、 广泛吸引硕士博士研究生参与

研究会活动； 培养教学研究和实践人才等。

上海市法学会港澳台法律研究会顾问尤

俊意教授回忆了关于香港回归前本地法律审

查的难忘的历程， 此项工作为香港法律的合

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港澳台法研究会

副会长蒋晓伟教授发表了题为 《健全和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议制度》， 强调了健全

和完善香港特别强代议制度的重要性和具体

建议。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宋锡祥作

了 《关于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本地立法若干

问题探讨》 的演讲， 提出了相关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晨晖学者陈肇新作

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议会的职能及其完善

研究》 的演讲， 指出其在过去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完善的对策建议。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叶一

舟作了 《作为经济基本条文的 〈香港基本

法〉 第 109 条及其涉外法治属性》 的演讲，

从该条制定过程的发展演变探讨了该条涉外

法治属性及其意义。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研究员金枫梁

作 《特别行政区设立条款 （宪法第 31 条 ）

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构建与操作： 以澳门基

本法第 9条葡文地位与澳门赌债内地追偿案

例为例》 的演讲。

日前，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刑法

学研究会 2022 年全国年会暨数字法治大会” 召

开。 会议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国刑法学

研究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 分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刑法学研究” “刑事司法热点问题研究”

“刑法学理论前沿研究” “数字时代的刑法应对”

“数字法治的理论建构” “数字法治实践探索”

六个单元展开研讨。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贾宇表示， 数字时代

下，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 刑法学研究一

定要科学回答治理之问、 紧跟时代之变， 运用数

字思维加强前沿研究， 在数字法治的火热实践

中， 拓展新视野、 作出新概括。 比如， 怎样界

定、 保障我们的“数字人权”， 惩治躲在键盘里

的网络暴力和谣言， 降低“刷脸” “扫码” 等过

程中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在数字法治领域， 刑

事法学研究起步早、 发展快、 样本多、 优势大，

要有领时代之先的雄心壮志， 不断推进刑法学知

识创新、 理论创新。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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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引内培 踔力奋进

上海政法学院法学学科建设成绩斐然

华师大法学院承办“上海市法学会港澳台法律研究会2022年年会”

探讨宪法视野下的“一国两制”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召开 2022年年会

刑法学研究应紧跟

数字法治时代之变

□法治报记者 徐慧

软科今年发布的最好学科排名中， 上海

政法学院的法学学科排名从去年的第 35 位，

一下提升 17个位次， 位居第 18 位， 首次跻

身前 20 名， 进入软科中国一流学科 （前

10%） 行列。 同时， 近两年该校先后获批法

律硕士 （涉外律师）、 法律硕士 （国际仲裁）

培养单位， 成为国内少数同时具有两个高端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单位资格的高校。 为何上

海政法学院的法学学科影响力提升如此之

快？ 其中有何奥秘？

记者了解到，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

指标由人才培养、 科研项目、 成果获奖、 学

术论文、 学术人才 5个类别组成， 而这 5 个

类别的评价体系都离不开人才。 上政近一年

来加快扩充学术人才总体规模， 激活校内科

研活力， 为排名的大幅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守正创新 立德树人成效凸显

近年来， 上政的法学、 监狱学、 知识产

权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点专业， 是国内

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以上三个法学类国家级一

流本科建设点专业高校。 学校加强教学成果

奖培育， 5 项成果荣获 2022 年高等教育上

海市级教学成果奖。 其中， 特等奖 1 项， 一

等奖 1项， 二等奖 3项。 这是学校成为独立

设置的本科院校以来， 首次作为第一完成单

位获得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学校不断拓展实习实践合作培养渠道，

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 海牙国际私法会

议、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国际商会等国际组

织合作， 为学生提供国际组织实习机会， 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多措并举 大力引进优秀人才

为了加大对优秀学术人才的引进， 在市

教委的支持下,上海政法学院创新设立合同

制专任教师岗位， 招聘了一批优秀合同制专

任教师， 学校生师比指标不断优化。 同时，

学校通过“柔性人才引进制度” “旋转门计

划” “驻访学者计划” 等， 陆续引进国际知

名学者和司法实务人才共计 106 名， 聘任外

籍教师、 外籍研究人员 56 名， 实现了国际

国内、 理论实务师资的多元化。

人才的引进让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明显，

教师队伍中， 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人、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

者 1人、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专家委

员会委员 1 人、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 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项目入选者暨“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 1 人、 全国法学类学会 （研究

会） 负责人 5人、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

奖 2 人。 值得一提的是， 2022 年学校新增

“中国高被引学者” 1 名 （在全国法学学科中

仅 5 名）。 目前， 学校法学四个博士点建设学

科方向均已围绕研究特色较好地组建了学科团

队， 每个学科方向均有国家重大重点项目和权

威期刊论文， 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的高水平

学术成果数量与质量同步提升。

深化改革 激活校内科研活力

除了大力引进师资队伍外， 学校还不断深

化改革， 激活校内科研活力。 首先， 对上海政

法学院上海司法研究所作了结构调整， 制定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司法研究所机构改革实施

方案》， 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 建立新的考

核激励机制、 积极实施有组织的科研， 力争将

上海司法研究所打造成为服务上海法治建设、

数字化治理与特大城市治理领域的高水平学术

机构和知名智库。

其次， 学校还实施了校院两级管理改革、

高原学科“佘山学者” 培育计划、 “问渠源学

者” 资助计划、 高水平成果激励计划、 年度学

术精英和学术新秀评选活动， 全面推进学校法

学学科高质量发展， 在国内外高级别刊物发表

论文数逐年提升， 其中今年法学类 C 刊论文

已超过 30 篇。 2022 年更是收获喜人， 实现了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申报工作的新突

破， 刘晓红教授、 姜熙教授分别获批研究阐释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夯实基础 推进学科专业平台建设

上政法学学科是上海市一流学科、 高原学

科， 形成了国际法学、 宪法与行政法学、 经济

法学、 刑法学、 监狱学等一批特色学科 （方

向）， 国内外影响力日益提升。 学校 2017 年入

选上海市新增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高

质量完成了建设验收工作。

近年来， 学校先后获批了中国 - 上海合

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 最高人民

检察院上海合作组织检察官培训基地、 司法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法律服务委员会中方筹备

办公室、 司法部调解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训基地

等重要基地和研究平台。 为服务国家战略新任

务与社会新需求， 在全国率先创设《数字法治

评论》 （辑刊）， 并设置“数字法治 30 人论

坛” 与“数字法治 3人谈” 等， 促进数字法治

深化研究。 学校 2022 年新设纪检监察学院，

申报纪检监察学本科专业， 率先培养纪检监察

学领域的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

扬帆起航正当时， 砥砺前行铸辉煌。 根据

上海政法学院“十四五” 教育计划设定的建设

目标， 到 2025 年， 学校综合办学实力和影响

力将大幅提升， 基本奠定具有鲜明政法特色的

一流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基础。

2022全球数商大会

数据要素合规流通论坛在沪举行

聚焦数据资产
合规开发与交易

复旦大学法学院主办“条约解释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新实践研讨会”

建议建立健全司法条约解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