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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高考已经结束，

7 月 1 日起， 本市高考考生

将开始陆续填报本科阶段志

愿。

“海上法学院” 微信公

众平台自今日起开设 “上海

法学专业高考志愿填报推

介” 栏目， 介绍本市部分高

校法学专业信息， 为有志报

考法学专业的学子填报志愿

提供参考。

今日推送本市华东政法

大学、 上海政法学院两所政

法院校部分法学专业信息介

绍。 扫描下方二维码， 详情

请浏览 “海上法学院” 今日

推送！

“海上法学院”今起推送

上海法学专业高考志愿填报推介

日前， 市发展改革委和华

东政法大学联合举行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专家委员聘任暨中

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院揭牌

仪式。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家

委员共 30 位， 包括综合类高

校与政法专业类高校的学者，

权威性强， 覆盖面广。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营

商环境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罗

培新教授任中国法治化营商环

境研究院院长， 他是世界银行

遴选的营商环境评估问卷受访

专家， 连续四年作为政府代表

团成员参与世行评估所有指标

的最终磋商， 出版《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成熟度方法论手册》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 方

法·规则·案例》 等多部专著译

著。

据悉， 中国法治化营商环

境研究院将努力成为营商环境

法律法规制定修订的“献策

者”， 积极参与相关立法后评

估， 为条例常态化修订提供智

识储备； 成为企业涉法共性问

题的“破题者”， 针对企业反

映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堵点痛

点问题， 形成具有前瞻性、 可

操作的建议方案； 成为对接国

际高标准规则的“助力者”，

深入解读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

估指标体系， 支撑上海更好对

接国际规则， 更好代表国家参

与竞争。 （朱非 整理）

支撑上海更好对接国际规则

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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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前沿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

聚焦百年变局下的涉外法治体系构建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在2024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怀揣梦想，奔跑着拥抱绚烂的人生

□ 记者 徐慧

涉外法治建设发展的重要

性随着我国对外合作与竞争的

深化而不断提高， 如何构建我

国的涉外法治体系， 破解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面临的难题？ 6

月 22 日， 新时代涉外法治体

系建设前沿论坛在上海交通大

学徐汇校区举行。

论坛聚焦百年变局时代背

景下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

放， 从涉外法治体系构建的角

度， 围绕“涉外法治建设与中

国式法治现代化” “涉外法治

学科与课程体系建设” “涉外

法治人才协同培养的体制机制

创新” 等议题展开研讨。

探索破解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现实困境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

记、 副校长胡薇薇在致辞时

说， 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聚焦

于“规则之争” “法理之争”

“道义之争”， 法治作为国家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举办这一论坛凝聚了全社会、

学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关注， 体

现了法学教育的责任担当。 希

望全国各高校法学院积极联

动、 形成合力， 共同探索破解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现实困境的

可行路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

作条约 （PCT） 运营司司长赵

挺详细介绍了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的情况。 他认为， 大学要想

成功培养参与全球治理的人

才， 必须紧密跟踪、 研究有关

国际组织的重要会议、 议题，

以及有关各方和自己国家的立

场观点， 还要在人才培养方面

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国内业务主

管部门、 国际组织内的国际职

员和国际组织本身紧密合作，

系统地建立有关国际组织的信

息数据库， 并且向有关国际组

织的秘书处、 各种大会、 各种

专家委员会和国内的业务主管

部门输送人才。

中共上海市委全面依法治

市委员会办公室成员， 市司法

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刘言浩在

致辞中表示， 涉外法治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事关全面依法治

国、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

开放大局。 “当前， 上海对涉

外法治保障的需求日益迫切。

要充分认识涉外法治建设的紧

迫性， 不断强化涉外法治理论

研究； 要聚焦涉外法治建设实

践经验， 不断深化国际交流合

作； 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源头

培养， 不断增强涉外法治人才

协同培养合力”。

推进我国涉外法治
体系和能力建设

“涉外法治建设与中国式

法治现代化” 专题研讨由上海

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彭诚

信教授主持。 武汉大学资深教

授、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中

国法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

委员、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

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会长黄进

以《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

系和能力建设的时代逻辑》 作

基调演讲。 他以中国对涉外法

治认识和实践的历史脉络入

手， 强调须将加快推进涉外法

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作为强化涉

外法治工作的总抓手， 从加快

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 形成

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等八个方面稳步推进。

黄进指出， 在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中开展涉外法治工

作， 要把握好法治与对外开放

的关系， 通过法治营造市场

化、 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

一流营商环境， 对接、 吸纳高

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对标国际

先进水平， 全面提升依法维护

开放安全体系和能力。 此外，

面对国际社会， 还要加强国际

法研究和运用， 积极主动参与国

际规则制定， 善用国际法原则、

规则、 制度开展对外交往、 处理

涉外事务， 推进国际关系法治

化， 促进国际法治进步。

多年来， 上海交大凯原法学

院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所需，

在涉外法治建设领域开展了积极

探索。 学院获批教育部、 上海市

首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地， 并

成立智慧司法研究院、 日本研究

中心、 欧盟法研究中心等研究平

台。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学

院已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涉外

法治课程体系， 实践交叉、 融

合、 贯通的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模式。

目前， 学院已开设高水平全

英文课程近 30 门， 并通过与多

所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建立了实

质性的合作关系， 以及与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

机构的合作， 为学生提供拓展国

际化视野的平台和机会， 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卓有成效。

  亲爱的同学们， 尊敬的各

位家长、 老师们：

大家好！

作为你们的校长、 师长，

下面我围绕这三种状态谈谈自

己的体会， 与你们分享共勉：

一是无涯学海中要学会苦

中作乐、 勤于自勉， 如果学习

目标还没有实现， 我们不要徘

徊。

学习过程本身是一个不断

发现错误、 改正错误的过程，

这也就意味着此间正反馈不

多， 小挫败却不少。

你们毕业后， 无论是留

学、 深造， 还是就业、 创业，

抑或是“二专” “二战”， 都

应当继续保持深化思想、 追求

真知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即使“月亮” 还没来， 也别忘

记用一个个“灯塔” 式的小目

标来引领前路。

二是在索然琐细的生活中

要学会宁静致远、 平和自处，

如果心心念念的还没来， 我们

也不要去踟蹰。

希望大家走出大学校门

后， 不丧失种草拔草、 实现小

心愿、 发掘小确幸的能力， 同

时也要学会克制大欲望、 控制

发宏愿； 要从平淡甚至挫败中

汲取不断生活下去的精神力

量， 同时避免死钻牛角、 自找

别扭的精神内耗。

平和淡然， 不必强迫自己

刻意吃苦， 去追逐、 去等待

“遥不可及的月亮”， 即使生活

琐碎、 索然， 即便世事多有变

迁， 还应“持身涉世， 不可随

境而迁”； 即使眼前有苟且、

路上有阻碍， 我们也可乘窗前

清风、 放长眼量、 温暖正义，

转变的是态度， 坚守的是初

心， 用最积极的姿态去迎接下

一个春暖花开。

三是在充满挑战和诱惑的

工作中要学会自信自强、 刚健

有为， 如果感觉最初的理想就

要守不住了， 也不能摇摆。

理想在工作状态中容易受

到困境的挑战， 年轻人转换角

色、 初入职场、 接触陌生领域

都难免会犯错， 从志得意满、

指点江山到患得患失， 无能狂

怒有时只在一时一事之间。 一

遇到困难挫折、 一遭受批评打

击， 动不动掀桌子、 撂挑子，

这样只会消磨自己的理想、 损

害自己的事业。

我经常劝解大家， 刀要在

石上磨， 人要在事上磨， 真理

想和好心性都是历经风雨磨出

来的， 青春作为、 青春风采都

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

舞台上展现出来的。

总之， 坚持理想、 不懈努

力是一个长久过程和行为习

惯， 而非一种必然达到目的的

手段。 诚然努力达致成功的因

果关系随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

阻断， 但我坚信， 一以贯之的

努力仍然是取得成功的唯一必

要条件。 年轻人好胜爱赢， 但

年轻人更要容错敢输， 努力并

坚持， 才是每个年轻人最好的

样子！

正如我国著名哲学家、 美

学家朱光潜先生所言： “世界

之所以美满， 就在有缺陷， 就

在有希望的机会， 有想象的田

地。” 哪怕暂且不知心中的

“田地” 所在为何处， 也希望

思想、 念想、 理性“丝丝缕缕

入人心”， 衷心期盼大家毕业

后仍然能在学问上细研究， 在

生活中不讲究， 在事业上不将

就， 既宁静致远， 又心怀滚

烫； 既守望梦想， 又步伐坚

实， 学有所成、 成你所学， 不

停顿、 不等待， 在骄阳似火的

六月里， 奔跑着拥抱最绚烂的

人生。

最后， 再次祝大家毕业快

乐！ 前程似锦！ 谢谢！

（朱非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