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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 由上海财经大学法学

院与北京国枫 （上海） 律师事务所共同主

办的第四届“红枫叶” 金融法律论坛在沪

举行。 本次论坛以“全面注册制下的资本

市场推进” 为主题， 探讨未来我国全面注

册制下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作题为

“以更加完备的制度适应全面注册制新生

态” 的主旨发言， 他分析了全面注册制的

本质， 对配套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新要求。

西北政法大学强力教授作题为“全面注

册制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思考”

的主旨发言， 从法律法规体系化的发展过程

解读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演变。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赵磊研究员作题为

“全面注册制下中介机构的责任边界” 的主

旨演讲， 他比较了注册制与核准制之间的差

异， 提出信息披露是核心， 重点关注投资者

保护， 法律责任则是注册制的施行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郭雳教授作了题为

“中国式注册制的探索” 的主旨演讲， 他认

为商业氛围文化、 市场参与者的成熟度、 法

律纠纷解决机制等因素都直接影响一国注册

制的方式与路径。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晓燕教授作

了题为“全面注册制下中介机构法律责任的

逻辑证成” 的主旨演讲， 她对发行制度演变

和注册制改革的历程进行了梳理， 讨论了连

带责任对中介机构适用的理论基础， 以及连

带责任对风险分担以及资本市场生态的影

响。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主办第四届 “红枫叶” 金融法律论坛

探索全面注册制下的法律制度发展方向

日前， 由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

究会主办、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承办的“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第三次会员大会暨 2023 年学术年会” 在

京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研究会负责人和常务

理事。 景汉朝同志当选中国法学会民事诉

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会会长。 北京大学潘剑

锋教授当选常务副会长。

景汉朝会长强调， 民诉法学研究会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立足全面

依法治国实践， 回答中国问题。 切实解决

理论研究与法治实践、 程序法研究与实体法

研究脱节的问题。

他提出， 未来几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

究， 在兼顾其他问题研究的同时， 要做到重

点突出， 着力抓好“四个方面十大重点”，

即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为司法改

革提供理论指引、 为科学立法提供理论供

给、 为理论创新贡献力量等四个方面， 具体

包括： 服务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

略， 加强互联网司法、 数字司法研究； 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加强大湾区诉讼制度构

建及法律衔接的研究；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 以成渝金融法院为样式， 着力研究跨行

政区划审判制度的构建与运行； 服务国家对

外开放战略， 加强涉外法治研究； 加强司法

制约监督研究； 加强诉源治理和信访治理研

究； 加强公益诉讼研究； 进一步加强民事强

制执行立法研究； 加强民事诉讼法修法研

究； 坚持深耕基础理论等十大重点。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 《民法典》 与 《民

事诉讼法》 的协同实施、 《民事诉讼法》 的

修改与完善、 小额诉讼制度与家事程序立法

和 《民事强制执行法》 原理与制度四个方面

的问题展开讨论。 朱非

“跨学科研究： 时空交汇下的中国民商法史与国际经济行政法” 研讨会召开

以史为鉴准确把握民商事法研究发展
“跨学科研究： 时空交汇下的中国民

商法史与国际经济行政法” 研讨会近日召

开。 与会专家分析研讨了我国传统民商事

法律的立法特征， 并表示对民商法史的梳

理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

复旦大学法学院郭建教授作题为“中

国传统民事法律基本特点” 的主报告。 他

简要介绍了叶孝信、 程天权等教授主编的

《中国民法史》 （第一版） 的学术成就，

以及与王志强教授一同主修订的 《中国民

法史》 第二版出版情况。

郭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传统民事

法律的特点： 一是立法呈现出长期缺乏独

立的民事法律形式， 民事违法行为多以刑

罚处罚， 没有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 通过

确认义务默认权利等方面的特点。 二是民

间民事习惯具有相对性观念， 自保自助，

长远观念， “利用” 法律的观念等方面的普

遍特征。 三是传统民事法律文化呈现出制定

法和民间民事习惯脱节， 名分优先， 忽视程

序等方面的基本特征。

复旦大学法学院季立刚教授在以“清末

以来的商事立法及特征” 为题作报告时表

示， 清末至 1949 年前的商事立法特征主要

表现在： 一是伴随着对世界与中国关系及历

史发展的进一步认识， 开启中国传统法律的

转型之门， 在“商战”、 以法护商、 以法兴

商等观念下， “先订商律”， 公司法、 破产

法、 海商法、 票据法、 保险法、 银行法、 证

券交易法等多部法律颁行； 二是该时期的商

事立法内容既有外部移植、 深受大陆法影

响， 但又有内部继承； 三是建立起具有中国

特色的民商立法模式， 既不是民商分立， 也

不是民商合一， 不单独编纂 《商法典》， 清

末、 民初重视商法总则性规范的设立， 1929

年后形成 《民法典》 债编容纳一部分商事规

范、 另订立各商事部门法， 形成民商有限融

合的创新性立法模式， 形成民族性与世界性

的对接； 四是清末、 民初的民商习惯调查，

商人团体对商事立法的积极参与推进了立法

的进步。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志强教授指出中

国民商法史是复旦大学法律史学科研究的重

点和擅长的领域， 对民商法史的梳理有助于

对我国当下法律发展的清晰理解与准确把

握， 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

此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经济行政法

圆桌论坛、 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制史学科、 北

京安杰世泽 （上海） 律师事务所主办， 复旦

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行政法团队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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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研讨会

提高法治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5 月 27 日， 以“世界大变局下的国际法：

守正与创新” 为主题， 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和中国

政法大学主办、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承办的

“中国国际法学会 2023年学术年会暨第十一届会

员代表大会” 在京举行。

会上选举产生了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和常

务理事。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黄进教授再次当选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

长李鸣教授当选中国国际法学会执行副会长。 外

交部条法司司长马新民， 外交学院教授、 副校长

许军珂， 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詠箑， 最高人民法

院民四庭庭长、 一级高级法官高晓力， 复旦大学

教授张乃根， 武汉大学教授、 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肖永平， 外交学院教授、 中国国际法研究院院长

易显河， 清华大学教授贾兵兵， 外交学院教授张

爱宁当选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法学

会秘书长由外交学院张爱宁教授兼任。

本届学术年会主场设置了 13 个分议题和 18

场研讨会， 与会代表将围绕中国的国际法贡献、

中国的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

研究、 国际海洋法、 气候变化与国际环境法、 网

络空间全球治理、 极地国际法、 国际刑法与司法

协助、 国际人权法、 全球治理中的国际私法问

题、 全球治理中的国际经济法问题、 国际法的教

学、 研究与方法以及国际法的其他进展等议题展

开研讨和学术交流。 朱非

日前， 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召开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新时代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研讨会。

围绕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进

行研讨， 并审议了法学专业 （类） 教学要

点。

加强法学核心课程建设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王启明表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明确教育、 科技、 人

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 战略性支撑。 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

的高端和龙头， 是国之战略重器。 我们要认

真回答好“强国建设、 高教何为” 这一时代

命题， 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

中办、 国办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

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进一步明确

了法学教育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 王启明就全面提高法治人才自主

培养质量， 从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 推进思政课程建设， 加强

法学核心课程建设， 创新法学实践教学， 加

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等 5个方面谈了意见

看法。

改革完善法学院校体系

法学教指委副主任委员、 中国政法大学

校长马怀德表示， “意见” 既是法学教育和

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同时也为法学院

校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是指导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 明确了我国法学教育和法

学理论研究的中长期发展目标。 重点法学院校

要在贯彻落实“意见”， 推动法学教育和法学

理论研究发展中发挥骨干示范作用。

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改革完善法学院校体

系， 加快完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创新发展法

学理论研究体系中发挥作用， 培养出更多高素

质的法治人才， 取得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争取早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法学院校，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人才和理论支撑。

做到规范、制度、理论、实践统一

法学教指委主任委员徐显明表示， “意

见” 对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影响深远，

是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的纲领性、 划时代性的

文件。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承担着为法治

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 提供科学理论

支撑的光荣使命。 他强调， 教育是基础， 最终

要使受教育者成为创新型的人才。 他还提出三

点希望：

一是希望在这次集中学习研讨“意见”

后， 法学教指委所有委员继续深入学习“意

见”。 这份纲领性文件为法学教育的改革建设

指明了方向， 要把它当作中国法学教育面向未

来的宣言。

二是希望会后继续完善 《在高等法学教育

中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

论研究的意见的指导意见》 并请委员、 专家继

续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按照全体会议审议的意见和建议修改

法学专业 （类） 核心要点。 教学要点是教师教

学时必须遵循的， 但落脚点要在学生身上， 要

让学生受益。 要做到规范、 制度、 理论、 实践

的统一。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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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学术年会在京举行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黄进教授连任会长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5 月 29 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公布“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 （2023—2025

年）” 名单的通知》， 决定在 40 个单位设立“文

化和旅游研究基地 （2023—2025 年）”， 进一步

加强文化和旅游领域新型智库建设， 推动文化和

旅游高质量发展。

清华大学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

究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知

识产权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等 4所法学院校入选并作为具体承办单位。 清

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啸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知

识产权学院） 副院长黄玉

烨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法

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教

授、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彭泽明研究

员为首席专家。

“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 （2023—

2025年）” 名单公布

4所法学院校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