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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24年青年论坛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

聚焦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重大时代课题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在2024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数载逐梦绽芳华，奋楫扬帆再出发

6 月 22 日， 中国法学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 2024 年青年

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

究会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

2024 年年会在西南政法大学

召开。 本次年会的研讨主题为

“数字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

由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主办， 西

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承办。

探索数字法治政府

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

记、 校长林维教授在致辞时表

示， 西南政法大学是中国法学

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

之一， 长期以来为行政法学科

建设做出巨大的努力， 在各位

专家的支持下也取得一定的成

绩， 特别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

到访和深入了解西南政法大

学。 此次研讨会主要探讨数字

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大时代课

题。 他指出， 近几年西南政法

大学围绕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实

践， 发挥自身学科及人才优

势， 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理论

研究、 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做了大量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中国

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行

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教授

在致辞时总结了政府规制的实

践发展与理论成果， 但有一些

重要的相关问题有望进一步解

决： 第一， 如何处理数字技术

和个体权利、 权力的关系； 第

二， 如何避免数字法治政府建

设过程中对个体权利的影响或

侵害； 第三， 如何应对“数字

鸿沟” 造成的“数据孤岛”，

甚至部门主义、 本位主义、 形

式主义等问题。

数字行政法的基本

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

府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法

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顾问于安

教授作“数字行政法的结构”

主题报告。 他从三个方面阐述

其关于数字行政法的观点。 第

一是数字行政法的建设结构；

第二是数字行政法的发展方

向； 第三是科学主义在政府职

能领域的应用优先项目。 最

后， 他从当下应用的角度总结

了数字行政法的意义。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政

府规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秦

伟作“数字行政中法治价值的

设计与实现” 主题报告。 该报

告主要有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

是“通过法律引导数字”， 第

二层面为“数字法律化”。 随

着数字行政的不断发展， 问题

和挑战层出不穷， 技术可以提

供一些解决方案， 但仍然需要

在法律与技术专家之间展开跨

学科的研究， 以增强数字政府

与行政法学理期望之间的一致

性。

数字经济的包容审

慎监管及其行政法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卢超作“面向数字经

济的包容审慎监管及其行政法

理” 主题报告。 面对科技发展

与新经济业态的不确定性特

征， 包容审慎监管理念标志着

现代行政法治的动态反思与演

化趋势。 包容审慎这种带有实

质法治色彩的规制设计理念，

其有效运行不仅需要较为成熟

的行政法治框架予以支撑， 更

需要现代行政国家的基础设施

与行政能力予以辅助。

健康数据确权及采

集的法律规制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

研究院教授张卿作“健康数据

确权及采集的法律规制” 主题

报告。 他首先界定了健康数据

的概念， 进而分析医疗数据的使

用带来的好处和弊端， 并论述了

对健康数据进行确权的支持理由

和三个反对理由。 随后分析了数

据采集的最小必要原则及其适

用。 最后， 他认为健康数据信息

不同于传统的物， 应采用对个人

健康数据的实质性保护， 并深入

分析最小必要原则的具体实施，

以确保社会福利最大化。

互联网行政许可条

件的设定模式需要优化

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

想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林华作

“互联网行政许可条件的设定”

主题报告。 他指出， 互联网行政

许可条件的设定存在空白模式、

授权模式、 兜底模式和裁量模

式。 既有模式面临着空白授权的

泛化、 兜底条款的无限开放、 裁

量基准的隐匿实施、 有关规定的

不确定性等困境， 需要不断优化

和完善。 （朱非 整理）

  亲爱的同学们， 尊敬的老

师们、 家长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初夏的上政校园， 骊歌轻

扬， 桃李芬芳， 处处洋溢着青

春与希望。 今天， 我们怀着激

动的心情， 隆重举行上海政法

学院 2024 年毕业典礼暨学位

授予仪式， 共同见证 2683 名

同学圆满完成学业， 即将扬帆

远航， 开启人生的崭新篇章。

分别时刻， 作为你们的校

长， 我同样有几点期许， 愿与

同学们共勉， 期待你们在追逐

梦想的旅途中“刻苦求实” 行

大道， 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

“开拓创新” 济天下！

一是以信仰之光乘风启

航、 挺膺担当， 在理想照耀下

赓续前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

前， 时间的河流奔腾不息， 每

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使

命， 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

件下谋划人生、 创造未来。 希

望同学们心系国家事， 肩扛国

家责， 在祖国的广阔舞台上施

展抱负、 大展宏图， 用脚步丈

量祖国大地， 用内心感应时代

脉搏， 把对祖国血浓于水、 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融入

个人的事业追求中， 让青春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伟大实践中磨砺出彩， 让人

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征程上闪耀升华。

二是以创新之志挥桨破

浪、 踵事增华， 在开拓进取中

创造未来。 在上政校园， 同学

们秉承“刻苦求实、 开拓创

新” 的校训精神， 在求知的道

路上勇于创新、 不断探索， 度

过了充实而美好的大学时光。

今后， 我衷心希望你们能以

“千磨万击还坚劲” 的韧性，

坚持探索未知； 以“吾将上下

而求索” 的精神， 深入钻研学

问； 以“纸上得来终觉浅” 的

觉悟， 积极投身实践； 以“百

舸争流千帆竞” 的激情， 勇往

直前。 不断拓展知识的疆域和

事业的边界， 在守正创新中续

写新的篇章， 在时代洪流中乘

风破浪， 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

的精彩人生， 打拼出一个更加

美好的未来。

三是以奋斗之姿把舵扬

帆、 奋楫笃行， 在躬行实践中

攻坚克难。 数载春秋， 同学们

早已褪去了初入上政时的青

涩， 由曾经的“脆皮大学生”

变成了今日的“特种兵”， 透

出“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胆识

和“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豪

情。 踏入社会， 希望同学们能

够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实践

中的艰难险阻， 在考验磨砺中

汲取经验， 在挫折教训中积蓄

力量， 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以奋斗姿态谱写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

今天你们与母校依依惜

别， 明天你们将再次扬帆起

航， 愿你们在最美的年华里，

遇见最美的风景， 成就最棒的

自己， 书写属于你们的精彩篇

章！

亲爱的同学们， 对你们而

言， 世界上最熟悉的门牌号应

该是外青松公路 7989 号， 世

界上最短的路应该是从世界的

任何角落返回母校的路。 母校

永远守望大家、 牵挂大家、 祝

福大家， 永远是同学们的坚强

后盾、 温暖港湾和精神家园！

今年 11 月 19 日， 我们将迎来

上政建校 40 周年华诞， 这是

上政的辉煌时刻， 更是每一位

上政人共同的骄傲。 真诚邀请

你们届时重返母校， 再次感受

崧泽的真情、 佘山的大爱， 回

忆在上政求学的美好瞬间， 擘

画上政和你们的美好未来。

最后， 衷心祝愿同学们毕

业快乐、 前程似锦！ 谢谢大

家！ （朱非 整理）

  6 月 29 日， 上海财经大

学法学院第二十四届“法律职

业发展论坛” 在法学院成功举

办。 与会学者围绕课程建设、

人才培养与就业三大主题展开

研究与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委员会主任、 上海政法学院副

校长郑少华从职业发展论坛的

传承、 法学教育和职业发展的

历史发展与内在逻辑层面进行

阐述， 并从组织系统等角度进

行了现状剖析与未来展望。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宋晓燕教授作法学院 2024 年

上半年工作汇报， 她详细介绍

了学院今年以来的人才培养、

学科布局、 招生就业以及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情况， 并采

用详实的数据表明了法学院近

年来的发展与取得的成果。 她

表示， 合作单位对于学院的发

展具有强大的助力作用， 感谢

并期待到场嘉宾们通过职业发

展论坛为法科人才培养提出宝

贵建议。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刘言

浩对法学院的发展表示了充分

的肯定， 并介绍了法治人才培

养的政策背景。 他认为法学教

育是法治人才培养的最前端，

上财法学院具有鲜明的特色与

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方面要将

学生置于重点， 另一方面要在

课程设置中发挥学院的特长与

比较优势。 最后， 他指出， 目

前法学的发展正从比较论、 立

法论走向适用论， 实践应成为

重要教学来源， 以培养具有更

强的适应性和广泛前景的人

才。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主任

周国良以大学生就业形势为主

题进行主旨发言。 他分析了今

年的总体就业情况， 他认为从

数据上看毕业生量大不等于就

业形式严峻， 一方面就业需求

量在增加， 另一方面就业形式

呈现多元化趋势。 在此基础

上， 他认为目前就业问题是结

构性问题， 根源在于专业、 性

别、 区域、 薪酬福利等要素的

偏差以及就业预期改变和家庭

结构的影响。 他呼吁用人单位

善待毕业生， 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秦策

教授介绍了学院与业界交流的

实际案例， 认为理论与实务的

交流才会碰撞出火花。 他表

示， 职业共同体的交流可以有

效减少分歧， 需要各方共同做

出努力。 他也期待后续能以文

章等多元形式进行更多的文字

交流。

探讨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新发展

第二十四届“法律职业发展论坛”在财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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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