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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载于 《上海政法学

院学报》 2024 年第 4 期

作者： 徐晓明 （扬州

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

主要观点： 目前， 备

案管理措施运行实践存在

类型设定庞杂化、 设定依

据宽泛化与规制功能异质

化等泛化困境。 备案管理

措施适用范围规制失范可

能会引发三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因准入门槛不当降低

所诱发的市场规制失灵风

险； 二是因被动监管所引

发的监管懈怠缺位风险；

三是因柔性监管所引发的

监管权威侵蚀风险。

基于备案管理措施的内

在属性并根据必要适当性原

则要求， 应当在充分平衡备

案管理措施类型因素与外部

效应的前提下， 从主体要素、

公共资源要素配置、 风险要

素控制和信息要素四个层面

对行政备案管理措施适用范

围作出限制性规制。

（朱非 整理）

侵害敏感个人信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

  刊载于 《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 2024 年第 4 期

作者： 王成（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

主要观点： 侵害个人信

息的现象并未随着保护个人

信息立法不断出台而减少。

应当提升信息主体保护个人

信息的积极性。 应当将一般

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相

区分的思路贯彻到侵害个人

信息赔偿制度的构建上。

针对敏感个人信息建立

惩罚性赔偿制度， 可以避免

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 其构

成要件包括故意侵害敏感个

人信息、 以侵害他人个人信

息为业等情节严重或者造成

了严重后果。 惩罚赔偿金应

当归属于受害人。

行政备案适用范围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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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非

日前， 教育部社科司发布

《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结果》，

包括规划基金、 青年基金、 自

筹经费项目共 3627 项通过专

家评审。 其中， 法学相关青年

基金项目共 63 项， 规划基金

项目共 32 项。

本市共 12 个青年基金项

目榜上有名， 上海政法学院入

围项目最多， 为 5 个青年基金

项目， 主要涉及民法、 科技

法、 刑法及环境法领域， 分别

是“人工智能开发者侵权责任

研究” （徐伟）、 “总体国家

安全观下人体基因编辑技术分

级分类法律治理研究” （汪

潇）、 “基于风险调控和再犯

评估的循证量刑机制研究”

（崔仕绣）、 “深海战略性矿产

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治理法律机

制研究” （吴惟予） 和“身份

协议的类型及法律适用研究”

（李姗萍）。

复旦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

各 3 个青年基金项目入围， 复

旦大学涉及民法和刑法领域，

分别是“《民法典》 安全保障

义务规则适用中的疑难问题研

究” （汪倪杰）、 “行政犯认

识错误的归责原理与判断研

究” （刘赫） 和“轻罪治理的

刑罚替代措施研究” （杨军）；

华东政法大学主要分布在民事

诉讼法、 环境法和经济法学

科， 分别是“民事非法定种类

证据的实质审查机制研究”

（王璨璨）、 “环境法视域下检

察公益诉讼‘两诉’ 的功能定

位与协调研究”（褚涓）和“人工

智能时代反垄断法适用的挑战

与应对研究”（陈肖盈）。

此外， 上海健康医学院的

青年项目“行政规章司法适用

的法律方法研究” （许迎玲）

也同时入选。

□ 记者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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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公示

张晋藩教授拟获国家荣誉称号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

所收录的 1991 年以来的立项

数据显示， 立项数量前 100 名

高校中上海 12 所大学榜上有

名， 总立项数占比 13%。 华东

政法大学以 211 项立项数位列

上海第一、 全国第三； 上海交

通大学次之， 70 项立项中有

15 项重点立项， 为上海院校

之最。

上海交通大学

重点立项排本市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学科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1991-2023

年） 共 70 项。 2001 年， 上海

交通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立

项实现了“零” 的突破， 2011

年首次突破 5 项， 2022 年达

到历史最大值 （9 项）。 2010

年， 上海交通大学首次获重点

立项， 至今共获得 15 项重点

立项， 占总立项数 21%， 甚至

超过华东政法大学的 13 项。

2015 年起， 连续三年均获得 2

项重点立项。 近 5 年共获得 7

个重点立项， 分别涉及国际法

学 （2020 年） 、 法 社 会 学

（2022 年）、 理论法学 （2022

年）、 经济法学（2022 年）、行

政法学（2023 年）、 数据法学

（2023 年）领域， 其中 2022 年

和 2023 年均获得 3 项。

在青年项目方面， 上海交

通大学历年共获 17 项立项，

从 2014 年开始连续 5 年保持

立项。 在一般项目方面， 自

2010 年开始连 年 有 立 项 ，

2014 年达到最多立项 4 项后，

2022 年和 2023 年连续两年获

得 4 项立项。 整体而言， 上海

交通大学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立项方面厚积薄发， 势头强

劲。

复旦大学

历年8个重点项目立项

复旦大学法学学科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1991-2023 年）

共 55 项。 2004 年至 2018 年

每年都有立项， 2011 年首次

突破 5 项， 2018 年再次达到

历史最大值 5 项。 就法学重点

项目而言， 复旦大学共获 8 个

法学重点项目立项 ， 除了

2007 年和 2011 年获得 2 项刑

事诉讼法学立项外， 民事诉讼

法 学 （2011 年） 、 法 理 学

（2016 年） 、 宪法学 （2016

年）、 法律史学 （2017 年）、

刑法学 （2018 年）、 国际法学

（2018 年） 各 1 项， 分布领域

较为广泛， 但稍有遗憾的是近

5 年来重点项目暂时空缺。

复旦大学的法学一般项目

立项数量历年来相对平稳，

2008 年和 2011 年立项 3 项达

到历史最大值； 青年项目除

2010 年达到 3 项外其余年份

立项数量都为 1 项。

上海政法学院

2022年立项项目最多

上海政法学院法学学科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共 44 项， 全

国排名第 30 位。 除 2020 年

外， 15 年来均有项目获立项，

2014 年达到第一个小高峰 5

项， 2022 年达到历史最多为 6

项。 历年来， 上海政法学院共

获 3 项法学重点项目立项， 刑

法 学 （2014 年） 、 民 法 学

（2015 年）、 环境法学 （2022

年） 领域各 1 项。

在一般项目方面， 上海政

法学院自 2013 年以来连续 7

年获得立项， 2019 年达到历

史最大值 4 项。 青年项目历年

来共 10 项， 自 2014 年获得 2

项立项后， 经历 8 年空缺， 于

2023 年再获 2 项立项。

上海社会科学院

重点项目立项共3项

作为本市唯一的社科类科

研院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

学科共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

项 40 项， 全国排名第 33 位，

位列上海第 5 位。 2013 年之

前获立项项目数在 2 项以内；

2014 年和 2018 年达到最大值

4 项。 重点项目方面， 上海社

会科学院法学共获 3 项立项，

分布在卫生法学 （2013 年）、

海洋法学 （2014 年）、 环境法

学 （2019 年） 领域。 历年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一般项目和一

般项目均保持在 2 项以内，

2020 年连续 3 年均有 2 项一

般项目获立项， 近 5 年有 3 项

青年项目获立项。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学科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共 32 项， 全

国排名第 43 位， 本市排名第

6 位。 2008 年立项数首次达到

3 项； 2023 年达到最大值， 立

项 5 项， 均为一般项目。 共获

法学重点项目立项 2 项， 分布

在金融法和经济法领域。

同济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法学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均为 25 项。 同济大学 2017

年和 2022 年达到历史最大值，

立项数为 4 项， 在 2011 年和

2014 年分别获得 1 项重点立

项后， 时隔 8 年， 于 2022 年

再次获得 1 项重点立项， 涉及

司法改革领域。 2014 年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连续 7 年均

有立项， 2015 年达到最大值

为 4 项。

上海大学法学学科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共 21 项。 近 5 年

立项数量为 10 项， 将近占历

年总数的 50%， 并于 2022 年

获得 1 项国际法领域重点立

项。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学科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共 20 项。 近

年来立项较为平稳， 连续 6 年

均有立项， 并在 2018 年获得

最大值为 4 项。

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师范

大学法学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均为 14 项， 华东理工大学

在 2013 年立项最多为 3 项，

上海师范大学于 2018 年和

2022 年各获得 1 项重点立项，

均为法理学领域。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学

学科立项情况盘点》 （一） 与

（二 ） 请参详 7 月 31 日及 8

月 7 日 B2 版 “法学院”。

□ 记者 朱非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5 周年， 党中央决定， 开

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

中评选颁授， 隆重表彰一批为

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

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根据评选

颁授工作部署， 在各地区各部

门反复比选、 集体研究的基础

上， 经组织考察、 统筹考虑，

产生 4 名“共和国勋章” 建议

人选， 10 名国家荣誉称号建

议人选。 公示时间即日起至 8

月 16 日止。 中国政法大学终

身教授张晋藩名列国家荣誉称

号建议人选。

张晋藩是中国政法大学原

副校长， 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

院长，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

育家， 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

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 研

究成果奠定了中国法制史学科

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 他是

新中国首批法学博士生导师，

至今已培养博士生百余人。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学学科立项情况盘点（三）

上海交通大学重点立项居本市院校之首

本市 12个法学青年基金项目入围

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一般项目评审结果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