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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推出
法学学科示范公开课公益直播

  8 月 25 日， 第十五届经

济法律高峰论坛于上海举办。

本届论坛由华东政法大学经济

法学院、 上海市法学会经济法

学研究会、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

法律研究院主办。 论坛主题为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法治

保障”， 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新

质生产力发展相关法治保障的

重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徐孟

洲教授的发言主题为《论经济

法律制度与新质生产力》， 他

分享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

关系的基本逻辑； 新质生产力

推动经济法律制度的创新； 从

劳动法和知识产权法两方面，

新型经济法律制度直接作用于

新质生产力； 间接层面上， 经

济法律制度具有保障市场机制

的作用。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郑少

华教授作了题为《新质生产力需

要怎样的经济法理论》 的分享，

他认为新质生产力与法治的关系

在于新质生产力指向创新， 而创

新基于市场、 营商环境以及人权

的法治三维度的保障， 最终需要

以竞争法为核心的经济法理论。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邢会强

教授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

市场法治保障》 为题发言， 他认

为资本市场宏观调控法治保障的

作用有四： 通过规划确立资本市

场定位和发展方向； 通过供需平

衡实现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通过

宏观审慎管理保障资本市场健康

运行； 通过危机救助保障资本市

场及时康复。 （朱非 整理）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在2024年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AI时代学习法律也要下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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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与高质量建设”研讨会综述

构建行政规范性文件全覆盖监督体系
  日前， 由中国法学会行政

法学研究会主办， 中国政法大

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承办的第二

届“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与

高质量建设” 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 与会专家就行政规范性文

件法治化进程中的重点问题展

开研讨。

强化对行政规范性文
件的管理监督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

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教授

表示， 行政规范性文件对社会

公共利益、 公民权利影响较

大， 强化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

管理和监督， 特别是把制定程

序纳入法治轨道， 是全面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

的难点问题。 制定《行政规范

性文件制定程序条例》 既是当

前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

又是理论界面临的重大研究议

题， 期待研讨会能够形成重要

的理论成果来助推行政规范性

文件法治化进程。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委员、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

安标表示，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

依法行政、 法治政府建设中具

有重要功能作用， 《行政规范

性文件制定程序条例》 的起

草， 要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的

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 坚持科

学立法和依法行政的原则和精

神要求； 健全合法性审查、 合

理性审查、 平等保护审查和宏

观政策性取向一致性评价、 风

险效果评估、 定期清理和专项

清理等机制， 严把审查审批

关。

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纳
入行政复议审查范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

规备案审查室主任严冬峰介绍

了近年来全国人大通过对公民

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开展依申

请审查、 移送审查等方式， 对

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监督

的情况， 并指出要通过备案审

查工作进一步推动行政规范性

文件制定工作的规范化、 法治

化。

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

局长周院生认为， 新修订的

《行政复议法》 健全完善了行

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

扩大了附带审查的范围， 明确

了附带审查的程序和处理方

式， 强化了附带审查处理结果

的法律效力， 增强了行政复议

附带审查制度的可操作性。 实

践证明， 把行政规范性文件纳

入行政复议审查范围非常必

要， 这是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

有效监督方式。 下一步需要研

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边界、 主

体、 内容、 制定程序及监督机

制等问题。

实现对行政规范性文
件的全覆盖监督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

究院副院长、 国家监察与反腐

败研究中心主任曹鎏教授介绍

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

条例》 （专家建议稿） 的起草

情况。 她表示， 行政规范性文

件法治化进程涉及初步探索

期、 统一规制期、 法治化新阶

段共三个阶段。 按照法治政府

建设的阶段性部署， 地方有关

行政规范性文件立法积极性较

高， 并呈现出立法效力层级以

及规制内容的多样化、 立法模

式的多样化、 立法更新进度不

一等特点。

她认为， 厘清行政规范性

文件的识别标准、 明确行政规

范性文件的范围和种类、 优化

制定程序、 构建大监督体系以

形成监督合力、 夯实智能化保障

的实现路径等难题凸显。 《行政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条例》 （专

家建议稿） 旨在实现对行政规范

性文件的全周期管理、 全覆盖监

督、 高质量要求、 数智化推进以

及法治化保障， 以提高行政规范

性文件质量， 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此外， 她还介绍了“专家建

议稿” 的亮点和创新方面： 一是

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涵与外

延， 并进行分类管理； 二是构建

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与高质量

建设的基本原则体系； 三是明确

行政规范性文件相关工作的责任

主体； 四是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

制定程序的多种模式； 五是构建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与合理性

双维度审核标准体系； 六是强化

行政规范性文件全过程全方位监

督； 七是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信

息化和智能化管理。

（朱非 整理）

亲爱的同学们：

诚挚地欢迎大家！

各位在当下选择法律专

业， 恰逢其时， 但未来的学

习和发展前景可谓“喜忧参

半”。 喜的是， 你选择了一

个永远不会让你失业的专

业， 除非你自己不想再做这

一行。 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前

景广阔， 而且不受就业的年

龄限制。 不夸张地说， 法律

服务行业也是再就业的蓄水

池， 当然前提是求职者手上

要有一张法律职业证书。 到

法学院读书， 等于有了职业

保障， 不得不说法学是个好

专业。

接下来讲让人“忧” 的

那一面。 法律人工智能的发

展， 当然也是日新月异， 法

律条文、 法学文献的检索，

已经达到迅速和较为精准的

程度； 那些简单案件的诉状

书写、 中等难度的案件分

析， AI 做得比很多法律人

都要好。 在这种情况下， 要

想办法提升自己， 在深度方

面超越法律人工智能， 是你

要认真考虑的。

如果不掌握超越法律人

工智能的独门绝技， 你就不

可能成为未来理想的法律

人。 这一忧， 应该贯彻到你

在清华法学院学习的始终，

否则， 你就难以成为卓越法

律人。 以此为前提， 对于大

家未来的学习， 我讲两点建

议。

一方面， 智者守愚， 下笨

功夫踏踏实实地学法律。 “有

大略者 ， 不可责 以捷巧 ”

（《淮南子 》）。 各位都是聪明

人， 显然知道大智若愚、 大智

守愚的道理， 应该全身心投入

学习； 各位都是有远大理想的

人， 更不宜投机取巧地学习，

不要自作聪明地以为 AI 能够

帮助你完成作业甚至写论文。

认真听课， 老实读书， 是学好

法律的正道。 因此， 按照学校

的要求修满学分， 尽可能把我

们无与伦比的法律图书馆用

好， 争取每个月从头到尾读几

本法律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原

著， 那是最值得期待的学习状

态。 当然， 我们也必须改进教

学方式方法， 满堂灌、 填鸭式

的法学教育很难适应未来。 老

师们如果不做改变， 也可能轻

松地被 AI 取代。 因此， 直面

信息时代法学教育的新挑战，

我们会和你们一道超越困惑、

相互成就。 但绝对要杜绝的是

到 AI 那里抄作业。 清华法学

院学生完成作业的应有水准老

师们清清楚楚， 瞒天过海很

难。

另一方面， 顺时而学， 始

终以完善中国法治为学习目

标， 带着轻松感、 人文关怀学

法律。 当今世界， 始终有弱势

群体， 有各种各样的不公， 法

律人的职责使命就是促进公

平， 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安心。

在这个意义上， 法律必须兼顾

天理国法人情， 法学的终极目

标是对人的关爱。 改革开放以

来， 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生动

的法治实践。 要学好法律， 就

必须关注中国的实践， 同时有

深深的人文关怀， 对人民群众

的急难愁盼感同身受。 以此为

目标， 法律学习就一定不会枯

燥， 这样才会带着使命感学

习， 从而“自言其中有至乐”。

可以想象， 学习压力会不

小。 我建议各位还是可以适当

放松心情， 将焦虑最小化。 我

们愿意给各位创造宽松的学习

环境， 让大家顺势而为、 顺时

而学。 你们应当为自己的学习

做决定； 我们评价一个学生成

功与否的标准从来就是多元

的、 色彩斑斓的。 每一天都过

得很充实， 博览群书， 学习方

法得当， 内心阳光、 人格健

全， 有合作精神， 就是我们心

目中的人才。

根据我们的持久观察， 能

够神情淡定地过好每一天， 拓

宽自己的知识面， 敢于挑战以

往的法学理论， 勇于创新的同

学， 前途最不可限量。 我们希

望你朝着那样的目标努力， 能

够走得很远。

谢谢大家！

（文字略有删减）

朱非 整理

□ 记者 朱非

日前， 记者从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获悉， 今年 9 月至

10 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将举办“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

国式现代化高端讲座暨法学学

科示范公开课” 公益直播， 重

点关注时代新课题。

公开课特邀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包

括王利明教授等 13 位学者， 分

基础学科、 新兴学科、 交叉学

科、 涉外法治四篇做专题报告，

全国法学院校、 科研机构的师生

及相关人士都可以参与。

第十五届经济法律高峰论坛在上海举办

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之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