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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AI+法学”课程获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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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公示

上海10所法学科研院校45个项目入选
□ 记者 朱非

近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发布了 《关于

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

度项目立项名单的公示》， 344

个法学项目拟获立项， 其中包

括 28 个重点项目， 165 个一

般项目， 130 个青年项目和 21

个西部项目。

上海入选的法学项目共

45 项， 与去年相比增加 9 项。

华东政法大学斩获 12 个项目，

位列本市第一。 今年重点项目

3 个， 分别是华东政法大学张

栋教授的“以证据为中心刑事

指控体系与轻罪治理的协调路

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田雷

教授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过程研

究” 和上海财经大学刘水林教

授的“数字经济背景下竞争法

保护范式的结构再造研究”。

华政入选的一般项

目分布领域较为广泛

今年上海入选法学年度一

般项目的共 23 项， 在全国占

比将近 14%， 来自本市的 10

所科研院校。 其中， 华东政法

大学入选的一般项目最多， 有

八项， 分别为“大模型价值对

齐的法治化机制研究” （韩旭

至）、 “公共卫生规制范式转

型研究” （苏玉菊）、 “新公

司法实施背景下的公司合规制

度衔接研究” （梁爽）、 “公

共性视角下的数据流通法律制

度研究” （杨显滨）、 “数据

拒绝交易的反垄断法规制研

究” （宁度）、 “刑法司法解

释中的法律拟制现象与功能研

究” （李振林）、 “社会科学

证据审查认证规则研究” （陈

邦达）、 “丝绸之路沿线受希

腊文明影响国家的法律研究”

（胡骏）； 上海财经大学次之，

入选的四个项目是“数字时代

自动化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研

究” （于洋）、 “夫妻财产协

议类型化研究” （叶名怡）、

“数字平台反垄断与反不正当

竞争协同规制研究” （袁波）、

“刑事分案与并案的标准及程

序问题研究” （亢晶晶）。

同济等四所高校实

现立项 “零” 的突破

与去年相比， 同济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社会科

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均实现了

零的突破。 同济大学入选两个

项目分别为“人工智能大模型

包容审慎监管的法治路径研

究” （黄锫） 和“数字平台反

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协同规制

研究” （刘颖）。 上海外国语

大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

师范大学各有一个项目入选，

分别为“法律人类学的基础理

论研究” （王伟臣）、 “范式

转换视角下刑事审前程序与审

判程序的衔接研究” （陈海

锋） 和“唐格、 格后敕、 条格

辑考” （陈灵海）。

此外， 上海交通大学的

“版权领域技术中立原则的内

涵重述与规范构建研究” （王

杰） 和“数字司法背景下审判

监管机制与审判权运行逻辑研

究” （樊传明）， 华东师范大

学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行政法制度与理论研究” （凌

维慈） 和“利益衡量视野下过

失犯的构造问题研究” （郑

超）， 复旦大学的“数字人格

要素保护机制研究” （葛江虬）、

上海政法学院的“遗产管理程序

法律制度构建研究” （郑金玉）

均获一般项目立项。

本市法学青年项目

较去年增加 10项

今年上海入选法学青年项目

共 19 项， 与去年相比增加 10

项。 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

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

学、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交通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等九个科研院所的项目入选。 其

中， 复旦大学四个青年项目入

选， 位列第一； 华东政法大学和

上海交通大学次之， 各三项。

与去年相比， 上海社会科学

院、 同济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均

榜上有名， 上海政法大学今年无

青年项目入选。

□ 记者 朱非

日前， 上海市教委发布了

2024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重点

课程立项名单， 共 702 门课程

获立项， 其中 AI+课程 236

门， 产教融合课程 135 门， 创

新创业课程 38 门， 紧缺急需

人才培养领域课程 78 门， 实

验实训实践课程 151 门， 其他

课程 64 门。

本次立项的法学相关课程

共 25 门， 其中“AI+课程”

分类中有三门法学方向课程入

选， 包括上海政法学院的

“AI+刑法学” （刘军） 和

“刑事诉讼法学” （江晨）、 上

海杉达学院的“数据法” （唐

树源 姜茂坤）。

“产教融合课程” 分类仅

华东理工大学的“民事诉讼

法” （周登谅） 入选。 “紧缺

急需人才领域课程” 11 门，

分布在九所高校， 包括复旦大

学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

法” （陶蕾）、 上海交通大学

的“法学导论” （范进学）、

华东师范大学的“国际知识产

权法” （湛茜）、 上海大学的

“英美财产法” （李凤章）、 上

海师范大学的“行政法” （韩

思阳）、 华东政法大学的“中

国特色涉外法治理论与实践”

（杜涛） 和“国际金融法”

（贺小勇）、 上海海事大学的

“海商法” （徐峰） 和“国际

海洋法” （褚晓琳）、 上海政

法学院的“英美法精要” （陈

振云）、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

院的“国际经济法” （赵鹏）。

“实验实训实践课程” 六

门， 主要集中在华东政法大

学， 包括“知识产权法案例研

习” （王迁）、 “模拟法庭实

训” （王恩海）、 “刑事摄影”

（胡裕岭）、 “公司并购” （朱

莺）、 “犯罪社会学” （石任

昊） 等五门， 此外还有上海海

关学院的“关贸律师实务”

（娄万锁）。

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论

文写作基础与进阶” （陈国

军）、 “少年法学” （高维俭）

和“刑事心理学” （虞浔） 及

华东师范大学的“婚姻家庭继

承法学” （于林洋） 等四门课

程入围“其他课程”。

据悉， 立项课程建设周期

为两年， 建设起讫日期为今年

9 月至 2026 年 8 月。

□ 记者 朱非

9 月 22 日， 上海铁路运输

检察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联合举办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暨“双碳” 目标下公益诉

讼的“碳” 索与实践主题研讨

会。 与会嘉宾围绕检察公益诉

讼的法律价值、 立法完善、 适

用原则等方面展开研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

记、 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建龙对

未来双方开展相关合作提出三

点倡议：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

共聚“同心力”， 以解决发展

中的重点难点为目标， 助力未

来高质量发展； 二是坚持深度

融合， 共绘“同心圆”， 推动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融合，

深化合作交流范围； 三是坚持

务实合作， 共育“同心林”，

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合作出版著

作、 培育优秀课题和精品案例

等方式产出优质的合作成果。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党组

书记、 检察长张炜希望以此为

契机， 持续推动检察司法实践

与法学理论研究的互鉴互融，

打造更加具有影响力和辨识度

的检校合作标志性成果。 并进

一步深化检校协同育人， 资源

共享， 不断完善法治人才联合

培养机制， 共同推进法治建设

高质量发展。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教授、 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

境检察研究基地主任焦艳鹏探

讨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

例应该如何回应法学或者法治

命题。 他认为， 碳汇领域甚至

生态环境领域关注的是长期利

益， 在实现这一远期目标的过

程中， 更应考虑赋予相关主体

的义务配置及承担的可能性。

此外， 公共利益的实现还要考

虑整体价值牵引， 并坚守相关

法治原则和底线。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环境法室主任彭峰研究员分

享了加拿大的一个林业碳汇案

例， 该案中的碳汇项目被质疑

不能达到碳抵消的效果， 存在

标准不透明、 信息不公开等问

题。 她认为， 可以通过将相关

碳汇项目列入 ESG 报告或者

作为商誉价值增长方面的评价

体系以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并

建议探索这方面的公益诉讼，

进一步提高碳汇项目质量。

本次活动选取了上海铁路

运输检察院办理的涉“碳汇”

检察公益诉讼案， 涉及固碳释

氧、 海洋碳汇、 林业碳汇领

域。 与会专家围绕案件特点、

创新方式、 办案效果等方面对

各案例进行点评。

据了解， 未来双方将携手

推进检察司法实践与法学理论

研究的双向赋能， 共同打造优

势互补、 资源共享的检校合作

新模式， 服务国家双碳战略。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举办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打造资源共享检校合作新模式

上大法学院成立数智法治研究中心

  日前， 上海大学法学院数

智法治研究中心成立暨《资源

法治》 杂志创刊启动仪式在上

海大学举行。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

表示， 数智法治研究中心的成

立是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契合，

与学校“五五战略” 和法学院

系统学科基础能够紧密结合，

能够促进产学研用的有效结

合。 同时《资源法治》 杂志创

刊必将起到高效的法治资源整

合作用， 并对数智法治研究中

心和 《资源法治》 杂志未来发

展表达了充分的信心和期待。

上海市法学会原会长崔亚

东被聘为上海大学法学院数智

法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他认

为， 针对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新兴技术飞速发展和数

字社会、 智能社会的“数字治

理赤字” 日益凸显的现实， 应

当摒弃单纯的限制或无节制的

发展观点， 处理好发展与监管

的关系。 加快建构完整的伦理

道德体系、 技术标准体系、 法

律法规体系和监督管控体系，

以引领科技向善、 趋利避害，

保障数字化、 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安全、 可控、 可靠、 可信、

可持续发展， 使其更好地造福

人类。 最后， 他期待数智法治

研究中心和 《资源法治》 杂志

能够充分发挥上海市和上海大

学法学院的优势， 希望能够紧

盯科技前沿， 在数智法治研究

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为服务国

家战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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