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朱非

10 月 13 日， 上海政法学

院“ESG 法治三十人论坛

（2024）” 在上海政法学院中

国—上合基地举办。 论坛聚焦

“ESG 下的公司治理”。 ESG 是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

ernance 的缩写， 即环境、 社

会和公司治理， 是一种综合性

的评估框架， 用于衡量和评估

企业和投资项目在可持续发展

和负责任经营方面的绩效。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 上

海司法研究所所长郑少华教授

致辞时表示， 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过程中， 环境、 社会和

治理 （ESG） 法治发挥着关键

性作用。 面对 ESG 发展带来

的新要求， 上海政法学院正在

搭建学术研究的交流平台， 开

展系列学术活动并有组织地推

进 ESG 法治研究， 以期通过

多种方式搭建 ESG 学术交流

的长效机制。

需防止公司社会
责任泛化、机械化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院院长冯果教授以“塑造可

持续的公司治理———ESG 背

景下公司治理的现代化” 为题

作主旨发言。 他认为， 要将

ESG 嵌入公司治理， 需防止

公司社会责任的泛化和机械

化， 要理解公司法和公司治理

的现代化， 并应以激发企业内

在动力为出发点， 遵循一系列

基本原则。 在可持续公司治理

的实现路径上， 对内部治理、

外部监管与激励、 公司社会责

任及管理层信息义务的司法适

用规则等多方面应予以规范。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罗培

新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世行营

商环境评估价值体系与方法论

的启示”。 他认为世行评估的

三大维度为环境可持续、 数字

技术的运用与性别平等， 这些

与 ESG 密切关联。 世行评估

BR 体系正从单个企业办事便

利度的微观视角拓展到对社会

整体影响的宏观视角， 需要我

们高度重视。 除此外， 世行的

价值体系、 目标等对我们有若

干启示， 包括有形与无形、 有

为与无为以及求同与存异。 法

学研究本身应增强回应性。

完善立法加强控
制股东的法律规制

吉林大学法学院傅穹教授

的演讲题目是“ESG 视角下

的董事义务”。 他认为， ESG

趋向是公司利益的当然之理，

并对公司利益的 ESG 内涵进

行了阐释。 董事 ESG 义务包

含两种核心类型： 董事 ESG

监督义务和董事 ESG 信息披

露义务。 对于董事 ESG 义务

的机构革新， 应设置 ESG 专

门委员会并推动利益相关者进

入董事会。 对于董事 ESG 义

务的违反责任， 应强化责任机

制并构建责任机制豁免。

华东政法大学杨忠孝教授

的发言主题是“公司 ESG 责

任自觉的促进”。 从责任自觉

角度入手， 他提出公司 ESG

责任定位、 社会期待与行为塑

造和责任自觉促进的若干维

度， 并认为从变化的概念和内

涵可知， ESG 责任具有演进

性， 应合理定位、 软法为主，

并分层确定、 自觉为主。

南京大学法学院王建文教

授以“ESG 背景下控制股东

法律规制的新要求” 为主题作

主旨发言。 他认为， 规范公司

治理重点应回到控制股东的法

律规制中， 这与加强董事义务

本身并行不悖。 当前立法将控

制股东参照适用董事责任的规

定尚不能有效规制控制股东，

需要进行修正。 ESG 浪潮必

然深刻影响中国公司经营管

理， 对控制股东的责任也提出

新要求， 未来应进一步完善。

软法先行规范细
化ESG信息披露标准

厦门大学法学院王兰教授

的发言主题为“新公司法框架

下 ESG 信息披露的软法治理

路径”。 她认为， 立法上， 要

软硬法配搭、 软法先行并规范

细化 ESG 信息披露标准； 执

法上， 要将公司软硬法交互协

同下的执法金字塔模型， 内化

为公私权刚柔并济/威慑力强

弱配搭的多层执法机制； 司法

上， 要扩大对 ESG 信息披露

软法规范的司法间接适用。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吴文

芳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论

ESG 标准中员工保护信息的

披露范围”。 她认为， 员工保

护信息强制披露的正当性应从

既有法律体系中寻求更为具体

的理由， 强制披露义务也应在

被定位为企业劳动者保护义务

的衍生义务与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义务。 不同性质的企业因

其负担的义务不同， 相应的

ESG 员工保护信息的强制披

露范围亦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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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软科中国最好法学学科排名发布

长三角地区28所高校榜上有名

“ESG法治三十人论坛（2024）”综述

探讨“ESG下的公司治理”

□ 记者 朱非

10 月 15 日， 高等教育评

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

“2024 软科中国最好法学学科

排名”。 今年法学学科排名共

有 106 所高校上榜， 长三角地

区共 28 所高校榜上有名， 其

中 8 所高校跻身前 20 名。

长三角8所高校位

列前20名

2024 年中国最好法学学

科排名中， 长三角地区共 28

所高校上榜， 占比超四分之

一。 其中， 上海 8 所、 江苏

10 所、 浙江 9 所、 安徽 1 所，

共有 8 所高校跻身前 20 名。

此次软科公布的排名分为七

档， 分别为前 3%、 前 7%、 前

12% 、 前 20% 、 前 30% 、 前

40%、 前 50%。 在前 3%的高

校中， 6 所大学榜上有名， 且

均为“五院四系” 的传统法学

院校， 华东政法大学排名第

六， 与去年相较后退一名。

前 7%共有 8 所高校， 上

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均位列

其中。 与去年相比， 浙江大学

排名后退一位至第 11 名； 上

海交通大学则与去年保持一

致， 位列第 8。

在前 12%的高校中， 共有

11 所大学入围， 复旦大学和

上海政法学院排名均有所上

升， 尤其是复旦大学进步较为

显著， 从第 22 名跃居第 15

名， 进步 7 名； 上海政法学院

前进一位至第 18 名。 南京师

范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

排名则稍有下滑， 分别为第

17 名、 第 19 名和第 20 名。

前 20%共有 17 所高校，

华东师范大学排名近两年变化

尤其显著， 在 2022 年排名第

49 的基础上， 去年进步 8 名

至第 41 名， 今年又前进 11 名

至第 30 名。 苏州大学则从去

年的第 43 名至第 38 名， 前进

5 名。 上海财经大学排名下滑

4 名， 位列第 34 名。

此外， 上海大学近两年排

名均进步十余名， 在本市高校

中变化最为突出， 从 2022 年

的第 93 名， 进步 10 名至去年

的第 83 名， 今年跃居至第 68

名， 较去年进步 15 名。 同济

大学稍有进步， 前进 2 名至第

67 名。 略有遗憾的是， 去年

上榜的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今年都未出现在榜

单中。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未入

榜的杭州师范大学今年榜上有

名， 位列第 81 名。

中国政法大学蝉

联第一

在 2024 中国最好法学学

科排名中， 中国政法大学蝉联

第一， 武汉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和西南政法大学紧随其后， 排名

较去年相比均保持不变。 值得注

意的是， 北京大学今年反超华东

政法大学， 排名第 5。

与去年相比， 排名前 10 位

的法学院校中， 吉林大学进步一

位跻身第十位， 反超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掉出前十， 位列第 11。

据介绍， “2024 软科中国

最好法学学科排名” 的排名对象

为在法学一级学科设有学术型研

究生学位授权点的所有高校， 榜

单仅列明了排名前 50%的高校。

今年的排名首次采用了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 教育部颁布的《研究

生教育专业目录 （2022 年）》 中

的一级学科口径。

□ 记者 徐慧

9 月 28 日， 由中国民事

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 同济大

学法学院、 上海司法智库学

会、 上海市全面依法治市研究

会公正司法研究基地承办的第

十二届浦江民事诉讼法论坛在

沪举行。 与会学者及司法实务

部门专家围绕“深化审判权和

执行权分离改革” 主题展开讨

论。

上海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

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全面依

法治市研究会会长陆卫东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 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

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潘剑

锋，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 上

海司法智库学会会长、 上海市

全面依法治市研究会副会长蒋

惠岭在开场阶段作主旨报告。

此次浦江民事诉讼法论坛

聚焦“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

离改革” 问题的探讨， 力图在

民事诉讼法学和强制执行法学

的基础理论中寻找问题解决之

道， 以期能够为民事执行体制

改革和“民事强制执行法” 的

制定贡献学术智识。

  日前， 华东政法大学妇女

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新时代维

护女性劳动保障权益的理论反

思与制度创新学术沙龙在华东

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召开。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

记、 副校长虞潇浩在致辞中表

示， 希望借助中心推动妇女保

障事业的发展， 整合学科资

源， 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新时代维护女性劳动保障

权益的学术沙龙主旨报告环节

由华东政法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主任李凌云副教授主讲， 她主

要围绕“调整和完善《上海市

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 的研

究成果进行了深入汇报， 详细

分析了现行 《办法》 的实施现

状与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在

立法新定位下的制度创新建

议， 为女职工提供更全面的保

护。

华东政法大学工会主席唐

波教授在总结中表示， 此次活

动为推动妇女权益保护的理论

与实践探索提供了有力支撑，

期待今后能够对相关理论研究

成果进一步探讨和丰富， 从而

为女性权益保障事业的推动发

展作出贡献。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妇女联

合会指导， 上海市妇女儿童发

展研究中心与华东政法大学妇

女工作委员会主办， 上海市妇

女学学会和上海市婚姻家庭研

究会协办。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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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妇女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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