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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集萃

论数字检察改革

刊载于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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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卞建林 （深圳大学特聘教

授，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

长）

主要观点： 数字检察是顺应数字

时代发展的重大改革， 对于推动建设

“数字中国” 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数字检察改革建立在检察机关信

息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上， 以广义法律

监督理念为理论支撑， 以类案监督为

表现形态， 以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为深

层目标， 正在积极推动我国法律监督

模式的转型发展。

应当进一步厘清数字检察改革的

核心范式， 以数字法治和数字正义理

念为指引， 以能动检察模式转型为范

式依据， 以完善数据库建设和培养复

合型检察人才为基础支撑， 以规范法

律监督数据和法律监督算法为关键供

给， 不断提升检察工作现代化水平，

开创检察机关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新局面。

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

逻辑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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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孟飞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司法研究所教授）

主要观点： 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利

用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据立法

的一个重要议题， 旨在通过价值创造

和价值分配从而实现公共数据的经济

价值， 但现行立法存在着基础性制度

的疏漏问题。

从理论逻辑来看， 公共数据开放

利用旨在从商业利用中释放公共价

值。

因此， 创新性的法律模式、 法律

规则应与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相调适，

公共数据商业化利用必将其作为资产

来对待， 从而激励多元利益主体共同

参与公共数据价值的创造和分配。 在

公共数据价值创造中， 开放主体自身

承担的数据治理责任、 商业化利用的

机会公平、 主管部门与商业利用主

体、 授权运营机构之间形成了公私合

作关系成为核心的法律规则。 而在公

共数据价值分配规则体系中， 基于社

会公众是公共数据的形成主体和数据

主体， 商业利用主体应承担普遍服务

义务与自有数据开放义务。

朱非 整理

第八届全国司法学论坛在沪举办

共议司法责任制落实与公信力建设
□记者 徐慧

10 月 29 日， 第八届全国司法

学论坛在上海举行。 论坛以“全面

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 加快建设司

法公信力” 为主题。

司法公信力提升至关重要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最高人民

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最高

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江

必新作主题报告。

江必新表示， 司法公信力是司

法的命脉， 是司法机关得以全面有

效履行职能的基础， 也是社会评价

司法机关权威性的重要标志和人民

群众对司法的综合感知。 我们应具

备问题意识， 解决提升司法公信力

的深层次问题， 通过全社会的努

力， 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更

多的公平正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龙卫

球教授在发言时提出， 司法公信力

建设应纳入更大的体制建设中， 要

特别警惕司法的菜场化、 司法权的

泛化以及司法权矮化这三个可能侵害

司法权威的倾向。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 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 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

与法治文明研究院院长汪世荣教授提

出， 在司法改革过程当中， 应当关注

如何给法官创造好的办案环境和条件

的问题， 配合司法责任制， 使司法质

效体现出应有的水平。

司法公信力与科技化融合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郑云

瑞教授主要从民事立法角度剖析了司

法公信力问题， 并提出应重视案例指

导制度， 立法机关也应关注司法现

象， 从而为构建司法公信力奠定坚实

的基础。

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校区武飞教

授以“情理推断的司法论证” 为题发

言。 他表示， 作为情理推断大前提的

经验知识可靠性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

隐性知识显性化协助法官规制自我偏

好， 二是以经验知识的公共性证成其

可靠性。 此外， 更为重要的是情理推

断结构中逻辑关系的经验。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示

与会专家注意我国的国际司法公信力

问题， 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来源于国民

对于司法的普遍认知和感受。 要提升

司法公信力， 应该从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的治理等方面着手。

上海政法学院调解学院院长侯怀

霞教授以“多元解纷的调解” 为题作

分享。 她表示， 现行调解制度在矛盾

化解当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但调

解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比如调解人队

伍建设等。 要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

依然任重而道远。

同学大学经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朱国华教授表示， 平台信用责任面临

着信用法律体系与信用运行制度供给

不足， 外部层面监管有心无力， 平台

企业信用治理缺乏内生动力等问题，

但平台信用责任将来会是社会关注的

司法实践的主战场， 值得关注。

本届论坛由山东大学法学院、 山

东大学司法学研究中心、 山东省司法

研究基地主办， 由复旦大学法学院、

同济大学法学院暨经济法治研究中

心、 上海政法学院科研处、 山东文鼎

律师事务所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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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主旨发言综述

探究商事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
日前， “中国式现代化

中的商事法律制度” 研讨会

暨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在温州召开 ，

与会专家共同研讨新时代背

景下的商事法学理论与实践

问题。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李有星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韩长印教授、 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俊海教

授为年会作主旨发言。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

需“过罚相当”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李有星教授

以《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赔偿司法新进

展》 为题作主旨发言。 他分析了如下

问题： 签字即责任规则的完善； 信息

披露中内部控制人管控的隐瞒性财务

造假， 其他主体的免责； ABS 案件

的法律适用； 民事责任的承担。

其中重点分析了民事责任的承担

问题， 他认为不应搞粗放式笼统式的

追责， 不应搞一刀切无差别的追责，

更不能搞根据执行能力定责的功利性

追责。 这三种追责逻辑中， 前两种会

导致责任不清、 起不到正向引导作

用， 第三种则将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

偿责任中的“追首恶” 演变为追“首

富”， 将民事责任异化为保险机制，

直接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因此， 需要

在坚持“过罚相当” 原则的基础上，

根据被告各自岗位、 职责， 以及参与

虚假陈述行为在整体中的占比、 过错

程度等多种因素， 进行精准追责； 同

时， 应当统筹考虑绝对赔偿数额与赔

偿责任比例， 避免出现只顾及责任比

例而忽略绝对赔偿数额的问题。

通过立法解决

自然人破产问题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韩长印

教授以《破产法修改中的若干重点问

题》 为题作主旨发言。 他提出了破产

法修改应当注意的重点领域： 自然人

破产、 关联企业合并破产、 预重整、

中小企业重整特殊程序、 简易破产程

序、 金融机构破产、 跨境破产等问

题， 并分别作了解读。

其中， 关于自然人破产， 他提到

通过立法解决自然人破产的问题： 赋

予全体自然人以破产能力进而为国民

提供必要的破产制度红利、 对自然人

不法处分和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设定

特殊的破产撤销规则、 就夫妻共同破

产问题以及相关的财产分割和家庭债

务承担等债务安排做出效力判定、 确

定豁免财产的范围、 确定免责的期限

和不得免责的债务类别以及不予免责

的法定事由、 确立考察期内收入与支出

的申报制度、 建立遗产破产问题等。 对

自然人破产可能存在的逃避债务的担

忧， 他表示均有相关的制度规则加以防

范。

健全“董监高”

差异化问责体系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俊海教授以

《以董事责任制度重构： 精准问责、 合

理容错、 宽容失败———以弘扬企业家精

神为视角》 为题作主旨发言。 他表示董

事责任风险现已无处不在， 董事需面对

丰满的目标与骨感的现实。 随后他总结

康美药业案、 彭某与中安科公司等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等案例， 提出需确

立精准问责的原则， 要遵循权力 （利）、

义务、 利益、 责任与风险相匹配的基本

逻辑， 健全董监高的差异化公平问责规

范体系， 也要建立人性化合理减免责任

制度。

此外， 他还提出了董事责任的设置

上应当遵循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例

外、 责任自负为主连带责任为辅、 董监

高对第三人不负责任为原则负责为例

外、 精准甄别董监高个人责任与公司法

人责任、 有限责任为主无限责任为辅以

及宽容诚信失败等原则， 全面展示了以

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视角对董事责任制度

重构设想。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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