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朱非

1 月 3 日， 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发布

“2023 年上海市研究生教育改

革项目立项名单”， 共计 151

项， 法学相关项目共七个。

华东政法大学有三项入

选， 分别为“国家安全法学硕

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探索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叶青）、 “完

善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体系建

设” （华东政法大学 郭为

禄）、 “涉外法治高层次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华

东政法大学 杜涛）。

其他四项分别为“涉外合规

人才培养机制探索” （华东师范

大学 张志铭）、 “代表作培育全

程模拟教学模式提升学术育人质

量的实践与探索” （复旦大学

李世刚）、 “上海政法学院‘四

位一体’ 企业合规应用型法律硕

士人才培养模式及实践” （上海

政法学院 赵运锋）、 “创新产学

融合育人模式， 打造高素质应用

型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上海财

经大学 宋晓燕）。

七个法学相关项目获立项

2023 年上海市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立项名单公布

近日， 由华东政

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

研究院编撰的 《法治

中国战略研究报告 》

第一辑正式出版。

“研究报告” 聚

焦中国法治战略的需

求， 提出了一系列创

新性的法治理论和可

行性的战略建议。

坚持理论研究和
智库研究双轮驱动

总序言中提到， 研究院

聚焦中国法治战略的需求，

坚持理论研究和智库研究双

轮驱动，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 专家学者基于“大文

章” “长文章”， 写好“小

文章” “短文章”。 研究院

积极整合、 统筹、 协调各方

面资源， 鼓励支持学者紧紧

围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

践， 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 原创

性、 标识性的概念、 观点、

理论， 不做西方理论的“搬

运工”， 构建中国自主的法

学知识体系。

研究院注重以服务国家

和上海地方法治战略为己

任， 开展决策咨询工作， 智

库专报针对某个领域内的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 提供了一

系列很有价值的建议和策

略， 使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

成为重要的智库基地。

弘扬海派法学文化
建设新兴交叉学科

此外， 研究院紧紧围绕

“中国法治战略” 这一定位，

弘扬了创新、 务实、 开放的海

派法学文化， 着力培育新兴交

叉学科， 搭建高层次学术平

台， 组建科研创新团队。 目

前，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正在

积极建设教育法学、 国家安全

法学、 卫生健康法学、 智能与

数字法学四个新兴交叉学科。

教育法学团队积极参与国

家教育法规和上海教育政策的

研究制定， 在全国青少年法治

教育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国家安全学团队聚焦国家

安全法学以及政治安全、 社会

安全、 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

组织编写“国家安全学系列丛

书”， 产出一大批高质量成果；

卫生健康法学团队依托国

家重大项目“国民卫生健康治

理法治化研究” 等开展学科建

设， 在学术研究、 决策咨询和

研究生培养方面取得重要突

破；

智能与数字法学团队拥有

多位知名法学家， 在互联网法

院建设和数据交易法治保障方

面， 以及数字法学和数字法治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成就斐然。

提出创新法治理论
和可行性战略建议

目录显示， 第一辑研究报

告共包括九篇文章， 分别为

《海外利益安全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黑土地保护问题研究》

《资本无序扩张的司法治理问

题研究》 《教育改革背景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修

改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网络

犯罪立法前置化问题研究》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

实证研究》 《国家生物安全风

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的问题研

究》 《纪检监察指导性案例制

度的适用研究》 《元宇宙发展

的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通过对法治

中国实践的理念与制度、 技术

与人文、 国家与社会、 安全与

发展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的深入

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

法治理论和可行性的战略建

议。 这些研究成果显示了研究

院的专家学者对法治事业发展

的现实关怀和深刻洞察。 该书

由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

禄、 校长叶青任主编。

（朱非 整理）

□ 记者 徐慧

日前， 上海市法学会自贸

区法治研究会 2023 年年会暨

第六届中国自贸区引领区法治

论坛在上海政法学院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司法交流培训基

地顺利召开。 论坛围绕“上海

自贸区法治 10 周年回顾与展

望” 这一主题展开探讨。

建议制定统一国家
级自贸区法

全国政协常委、 民建中央

原副主席、 上海市政协原副主

席、 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周汉民

会长作主旨发言。 他强调了自

贸区建设在开放中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制定统一国家级自贸

区法的建议。

他表示， 自贸区的设立旨

在通过深化改革和开放“试制

度”， 为中国的发展开辟新道

路。 制度创新在自贸区建设中

具有核心作用， 而上海自贸区

的核心任务则聚焦于商事制

度、 贸易监管制度、 金融开放

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四

个关键领域。 为了加强国家法

治建设， 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国

家级自贸区法， 并提出了四方

面理由： 给予各地自贸区充分

的改革自主权、 助推与国际贸

易规则进一步接轨、 深化现有

制度改革、 为后续创设自贸区

提供法律基础与便利。

自贸区法治化的困
境与破解对策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蒋新

苗教授发表了题为“自贸区法

治化的困境与破解对策” 的主

旨演讲。 他深入剖析了自贸区

法治化的困境， 并表示， 当前

自贸区立法存在独立性不明

确、 授权立法合法性争议、 中

央与地方权限不清、 地方立法

与行政权责混淆等问题。

为破解困境， 他建议明确

《总体方案》 的法律位阶， 构

建上海模式， 并尝试出台统一

《自贸区法》。 这些措施将有助

于推动自贸区法治化进程， 促

进经济健康发展。

上海自贸区法治供
给的实践发展与展望

上海浦东新区司法局党组

书记、 局长黄爱武研究员的主

旨演讲题目是“上海自贸试验

区建设法治供给实践发展与未

来展望”。 他从“供法” “调

法” “绕法” “变法” 四大方

面回顾了自贸区法治供给实践

发展， 强调自贸试验区先行先

试涉及改革创新与法治的关

系。 以“证照分离” 和“一业

一证” 改革为例， 介绍了“调

法” 和“绕法” 模式。

最后， 他提出两点展望：

准确认识自贸区法治保障的变

与不变； 统筹用好各种法治供

给路径。

政府改革和监管创
新是重中之重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 上

海司法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法

学会自贸区法治研究会会长、

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郑少华教授作总

结发言。

他表示， 自贸区建立十年

以来，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尤其在法律理念、 法律渊

源、 政府改革、 监管方式、 国

内与国际市场、 国内法治与国

际法治的关系、 市场与社会的

关系、 经济与法治的关系、 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等方面。 这些变化不仅体现

了自贸区在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

方面的创新和进步， 更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写照。

未来， 自贸区法治建设仍需

不断深化和完善。 政府改革和监

管创新是重中之重， 需要进一步

探索如何更好地统筹国内市场和

国际市场的发展， 以应对全球化

背景下的各种挑战。 同时， 解决

法律规范的多元化和规范冲突问

题也亟待加强研究和实践。 未来

自贸区法治建设不仅要立足自身

发展， 更要发挥其在全国的示范

引领作用。

本次年会由上海市法学会自

贸区法治研究会主办， 上海财经

大学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

究院、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司法研

究所共同承办， 同时得到上海政

法学院研究生处支持。

第六届中国自贸区引领区法治论坛主旨演讲综述

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国家级自贸区法

《法治中国战略研究报告》第一辑正式出版

聚焦中国法治战略需求

2024 年 1 月 10日 星期三 法学院 B2
责任编辑 /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扫
描
左
侧
二
维
码
关
注（理论学术编辑部微信平台）

□ 记者 徐慧

近日， 上海财经大学第二

十三届“法律职业发展论坛”

在法学院举办。 与会嘉宾围绕

“经济发展与法科人才培养”

主题展开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宋晓燕教授表示， 上海法学人

才培养需要具有“逆周期” 思

维， 对于“复合型人才” “涉

外法治人才” 的需求理解应符

合市场规律。 她介绍了法学院

本科及研究生的招生情况以及

学院与社会的合作情况， 回顾

了过去一年学院人才培养工作

取得的成果。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秦策教

授深入回顾了美国法学教育的发

展历程， 并以自身经验强调了

“理论与实务结合” 的重要性。

他分享了自己参与法院审判委员

会工作时对疑难案件的感受， 阐

释了实践夯实理论这一基本规律

对法学教育的深远影响， 强调实

践与理论应相辅相成。

经济发展给法科人才培养
带来挑战与机遇

上海财经大学举办“法律职业发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