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日前， “国际贸易规制与海

关法———国际经济行政法圆桌论坛第三次

峰会” 于线上召开。 本次峰会践行“为推

动全球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中国方

案、 中国力量” 战略部署的要求， 阐释时

代重大命题， 围绕“国际贸易规制法与海

关法” 主题， 对国际海关法与跨境数据流

动规制、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治理、 国际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主题共同研讨， 为全

球治理下的中国国际贸易规制与海关变革

和发展长远大计建言献策。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

记， 国际经济行政法圆桌论坛荣誉主席、

理事长程天权教授作开幕式致辞。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国际经济行政

法圆桌论坛主席、 上海市法学会海关法研

究会副会长朱淑娣教授作“道器兼修 20

年———发展中的中国国际经济行政法学探

索研究” 的主旨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

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莫于川教授在与

谈时表示， 朱淑娣教授阐述了团队关于改

革开放 40 多年和进入新时代对于国际经

济行政法的理论认知和逻辑体系构想； 提

出国际经济行政法作为政府规制市场的国

际协调法， 可透过平等保护与正当程序原

则来体现实体和程序上的公平正义， 透过学

术创新支持国际经济行政依法治理的法治体

系完善、 维权能力提升和学科发展愿景等。

报告创新多， 让听者有较大收获。

莫于川还表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七、

十一、 十四部分涉及法治内容， 分述了一般

法治、 安全法治和国际法治。 许多内容与国

际经济行政法学密切相关， 须深入研究、 全

力贯彻。

本次峰会由程天权教授、 朱淑娣教授、

马忠法教授领衔的复旦大学国际经济行政法

圆桌论坛、 许多奇教授领衔的复旦大学智慧

法治实验室主办， 朱淑娣教授领衔的复旦大

学法学院国际经济行政法团队承办。

日前， 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第五

届计算法学国际会议： 数字化转型中的法

治” 在线上召开， 与会专家围绕“数据确

权与数据流通利用” “医疗健康数据治

理” “智能网联汽车治理” 三个主题展开

研讨， 共同为营造计算法学学术共同体添

砖加瓦。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教授在致

辞中表示， 申卫星教授带领的清华大学智

能法治研究院持之以恒地展开计算法学研

究， 有效推动了清华法学院的交叉学科研

究， 产出了一批对学界和业界非常有影响

的成果， 填补了当前的很多理论空白。 他

从刑法角度对计算法学的发展问题发表了

独特见解， 亦对计算法学交叉学科的建设

提出了期许。

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卫民教授作了

题为“中国计算法学发展的若干思考” 的

主题演讲。 他指出， 计算法学蕴含着学界

对计算法学发展前景的肯定， 并提倡以多

方力量和多元方法共同促进计算法学的发

展。 他还指出计算法学的未来研究方向在

于结合我国法律数据的本土资源， 并在更

多问题、 更广阔的领域内， 探索更多可行

的法律计算思路和机器学习方法， 了解机

器学习的积极效果和局限性， 共同揭示法

律实践规律与修正法学理论。

清华大学科研院院长、 互联网司法研

究院院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刘奕群

作了题为“面向司法场景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构建” 的主题演讲。 他指出， 司法信息检索

有实务需求和政策指引的双重挑战。 一来司

法信息检索面临用户身份异质化、 数据异构

化的特点， 二来案件之间的相似性也是亟待

突破的关键问题。 他提出采用预训练模型作

为解决方案。 面向司法场景的模型不仅要理

解自然语言， 还要理解法律语言和判断类

案。 他通过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实例， 对比模

型之间的优劣， 并表示未来努力的方向是将

立案检索模型拓展至法律文书生成和刑期预

测领域， 以更好地促进法治的数字化转型。

朱非 整理

日前， 上海政法学院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隆

重举行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 刘晓红校长介绍了上海政法学院

的学科建设成果和国际化办学发展情况， 表示希望

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携手探索涉外仲裁人才的培

养模式， 充分发掘双方的教育与服务特色， 实现双

方优质资源互补。 根据双方的合作安排， 新加坡国

际仲裁中心将与上海政法学院开展实习实践活动，

丰富仲裁法律人才的海外学术交流。

据悉， 自今年 8月教育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

厅发布 《关于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国际仲裁）

研究生培养项目的通知》 后， 上海政法学院为国内

首家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建立合作关系的高校。

此次上海政法学院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签

约， 将进一步拓宽学校开展国际教育合作和交流的

渠道， 并尝试探索以仲裁教学、 研究和实践培训为

重点导向的涉外仲裁人才培养模式， 为未来培养更

多法学功底扎实的应用型涉外仲裁实务人才参与国

际商事纠纷解决的治理作出有益贡献。

徐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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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时建中等三位法学教授当选

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第五届计算法学国际会议

以多方力量多元方法促进计算法学发展

上海政法学院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举行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共创教育国际合作新模式

□见习记者 朱非

12 月 10 日晚， 由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

公室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 社教

节目中心承办的特别节目 《宪法的精神 法

治的力量———2022 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

播出， 10 位“2022 年度法治人物” 获奖者

悉数揭晓。 其中， 三位法学教授荣获该称

号， 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

时建中、 黑龙江大学杨震、 上海市司法局党

委委员、 副局长罗培新。 此前， 年度法治人

物的法学教授已有十余位。

三位法学教授当选年度法治人物

在本年度法治人物中， 有三位法学教授

荣获该称号。 时建中，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党

委常委、 副校长，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

咨询组专家，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 他的颁奖词是， “用法律的缰绳， 驾

驭奔跑的资本， 立善法于天下， 让‘公平’

为‘竞争’ 护航。 用学者的初心， 耕耘三尺

讲台， 传道、 授业、 解惑， 让‘教育’ 为

‘明天’ 积蓄力量。 你是热情似火的老师，

也是冷静睿智的‘著法工匠’。”

杨震， 第十二、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黑龙江大学教

授。 他的颁奖词是， “民有所呼， 我有所

应。 在辽阔的黑土地上， 你是老百姓的代言

人。 背负国家使命， 不忘人民嘱托， 履职尽

责， 建言献策。 你是丰收时低头的麦穗儿，

向下扎根泥土， 向上拥抱太阳。”

罗培新， 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 副局

长， 法学教授， 全国“八五” 普法讲师团成

员， 上海市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实践宣讲团

成员， 上海市民法典宣讲团成员。 他的颁奖

词是， “像春风， 吹绿岸边的杨柳， 你推开

人们的心门， 播下法治的种子； 像细雨， 滋

润田野的麦苗， 你仰望思想的灯塔， 传递依

法治国的精神。 四季轮回， 薪火相传， 春华

秋实， 耕耘不断， 你是心向大海的小溪， 不

舍昼夜， 每一朵奔腾的浪花都在努力映照太

阳的光芒！”

历年曾有十余位法学教授当选

据了解， 近年获得年度法治人物的法学教

授有十余位。

“2021 年度法治人物” 中， 现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的李林当选。

“2020 年度法治人物” 有 3 位法学教授

当选， 分别为王利明，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

教授，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民法学研究会会

长； 马一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知

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罗翔， 中国政法大

学教授、 刑法研究所所长。

“2019 年度法治人物” 有 2 位法学教授

当选， 分别为韩大元，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宗泽， 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2018 年度法治人物” 评选中， 上海政

法学院党委副书记、 校长刘晓红当选。

“2017 年度法治人物” 评选中， 现任中

国政法大学校长、 教授、 博导， 兼任中国法学

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等职的马怀德当选。

“2016 年度法治人物” 有 1 位法学教授

当选， 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博导刘良。

“2015 年度法治人物” 评选中， 巫昌祯

当选。 巫老师生前是新中国婚姻法学科奠基

人， 著名法学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14 年度法治人物” 有 4 位法学教授

当选， 分别为许崇德， 生前是我国著名法学

家， 政治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中国宪法学泰斗； 马骧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特聘教授、 博导； 周珂， 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 博导； 吕忠梅，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导，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

“2012 年度法治人物” “2010 年度法治

人物” 各有 1位法学教授当选， 分别为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与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 博导、 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

所长王灿发。

国际经济行政法圆桌论坛第三次峰会召开

关注国际贸易规制法与海关法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日前， 中国人民大学新成立

两大学院， 分别为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和纪

检监察学院， 均承担相应学科的本硕博人

才培养任务。

今年 9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

部印发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2022

年）》 和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

办法》， 对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进行

调整， 新版目录在法学门类下新增中共党

史党建学和纪检监察学两个一级学科。

此次成立的纪检监察学院主要承担纪

检监察学学科相关的本硕博人才培养、 学

科规划与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 科学研

究、 社会服务、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任

务。 未来， 该学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重要论述， 以纪检监察理论为

牵引， 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根

基，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

系， 走出一条建设具有人大特色、 人大风

格、 人大气派的纪检监察学院新路。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党建学院、 纪检监察学院成立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2月 10 日， 中国政法大学公布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及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方式

包括本科直博生、 硕博贯通研究生和“申请 - 考

核” 制。 2023 年只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网上

报名时间为 12月 16日 -2023年 1月 10日。

与去年相比，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专业下的

习近平法治思想方向开始招生； “法与经济学” 专

业新增转型经济与转型法律、 市场与监管两个研究

方向； “社会法学” 专业新增社会法基础理论、 社

会保障法学两个研究方向， 慈善法学不再招生。

“诉讼法学” 专业新增证据调查学方向， 同

时， 监察法学从刑事司法学院分离， 归属纪检监察

学院； “比较法学” 专业新增比较经济法方向；

“民商法学” 专业的商法学方向及“经济法学” 专

业的破产法律制度方向不再招生； 中欧法学院新增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专业行政法学方向。

“人权法学”

专业新增人权国内

保障和人权原理两

个方向， 特定群体

人权保障不再招

生； “证据法学”

专业的物证技术方

向不再招生。

中政大公布 2023年博士招生章程

网上报名12月16日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