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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非

11 月 20 日， 上海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 山东大

学法学院协办的 2024 年环境

法治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

学院举行。 本次会议以“涉外

法治中的气候变化” 为主题，

与会专家围绕气候治理中的法

治展开和融合路径进行研讨。

复旦大学法学院李传轩教

授梳理了全球气候变化诉讼的

发展脉络， 并结合我国国情提

出了气候变化诉讼制度构建方

案。 在对气候变化诉讼的发展

现状、 支撑条件、 类型划分和

基本模式等进行细致梳理后，

他认为， 公益诉讼仍是现阶段

主流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 在

此基础上， 构建气候变化行政

公益诉讼、 气候变化民事公益

诉讼、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轨道上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

同时探索气候变化私益诉讼的

可能性。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胡苑

教授以数据分析为切入点， 比

较了中外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

差异。 她从我国气候变化诉讼

情况有别于域外这一视角出

发， 提出在多学科交叉、 气候

变化研究困难的现状下， 是否

应当模仿域外的气候变化诉讼

制度之问。 她分析了各国社会

的结构性差异、 机制形成的因

果关系及制度评价维度， 得出

应坚持在行政为主， 司法为辅

这一本土化结构下对我国气候

变化诉讼机制进行探索的结

论。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高琪副教授以碳排放权场外交

易的效力为例， 将视野投射于

碳交易中市场与管制的界限，

通过对比我国和欧盟碳市场的

区别， 分析两份裁判结果截然

不同的司法判例， 提出应平衡

好国内碳交易中的环境管制与

市场活力， 合理运用场外交

易。 她认为， 场外交易能够满

足更加复杂多变的需求， 适合

在市场早期探索各类产品并发

展交易规则， 成熟后可以转入

场内交易。 她表示， 碳市场的

健康发展需要放松非必要的管

制， 才可能实现环境激励型工

具的制度初衷。 对碳市场的研

究应从公法管制转向私法交易

规则， 从宏观转向微观。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 环境法室主任彭峰

表示， 从东北亚国家气候诉讼

与司法的比较可以发现， 韩国

在推动绿色经济以及气候立法

上发展较快， 且韩国国内非政

府组织发起了东北亚地区第一

起气候诉讼， 从裁判结果而

言，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值得

我们进行研究。 虽然我国近几

年气候立法相对滞后， 但碳交

易市场， 无论是强制市场还是

自愿市场都有所发展， 特别是

2030 年碳达峰和 2050 年碳中

和目标提出以来， 我国在双碳

问题上陆续出台了一些司法文

件， 取得新的进展。 在与东北

亚地区环境法、 气候法的研究

与合作方面仍具有广泛的空

间。

同济大学法学院举办调解工作体系与商事调解立法研讨会

探索商事调解机制发展与创新

□ 记者 朱非

11 月 16 日， 由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法学会指

导， 上海市法学会多元解纷法

治研究会和同济大学法学院共

同主办的“调解工作体系与商

事调解立法研讨会暨上海市法

学会多元解纷法治研究会

2024 年年会” 在同济大学举

办。 与会专家围绕上海调解工

作体系建设和商事调解立法的

创新与发展进行探讨。

以数字化手段提升

调解效率和信息共享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教授、 智慧法院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杨力以 《商事纠纷的数字

化源头治理》 为题作报告。 他

认为， 商事纠纷可以通过法律

科技基础工具及时识别风险，

把纠纷化解在前端。 他重点关

注智慧化转型对调解工作的影

响， 认为当前调解平台之间的

互通互联存在薄弱环节， 如何

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调解效率

和信息共享， 是下一步改革的

重要方向。

他建议， 可以打造一个涉

及解纷的一体化协作平台。 这

一平台不仅可以在法院对案件

进行繁简分流前作出司法引

导， 并且通过平台一体化还可

以减少解纷数据登记的基础工

作量。 针对部分区域调解资源

紧缺、 质量不高的问题， 则可

以通过整合的方式实现异地调

解资源协同发力。 同时， 上海

应结合城市数字化建设的整体

战略， 打造具有前瞻性与示范

性的智慧调解体系。

建构覆盖广泛、功

能清晰的调解网络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调解

学院院长侯怀霞以《调解分级

分类培训机制构建研究》 为题

作报告。 她认为， 商事调解作

为纠纷矛盾化解的一种方式，

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 就需要

加强对调解组织准入门槛的管

控， 并组织调解员开展专业培

训。

她结合自身的研究与教学

实践提出， 调解联动不仅是多

元解纷体系的核心环节， 也是

提升调解体系效能的重要抓

手。 她从“加强调解联动， 打

造上海调解高地” 出发， 探讨

了不同主体间协作的重要性，

并提出构建覆盖广泛、 功能清

晰的调解网络， 以提升调解在

多元化解纷中的核心地位。

通过体系化建设优

化调解功能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彭辉以《新时期调解

工作的重要议题和体系化构

造》 为题作报告。 他提出， 实

践中仍存在多元调解主体之间

责任划分不清、 调解体系法律

定位模糊、 数字化转型中调解

案件录入存在严重壁垒、 调解

市场化经验不足等问题， 可以

通过体系化建设优化调解功

能， 有效缓解社会经济发展带

来的纠纷挑战。

此外， 调解工作应当进一

步增强系统性与精准性， 从碎

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政策转型，

着力构建内在协调、 外部联动

的调解体系。

商事调解理论与外

部衔接机制亟待加强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 上

海市法学会多元解纷法治研究

会副会长蒋惠岭教授结合会议

讨论， 总结表示， 商事调解和

调解工作体系是国家和社会治

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是当前亟需研究探索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他认为， 当前我国调解工

作体系仍处在建构、 调整、 完

善阶段， 亟需进一步科学化、

系统化。 商事调解作为纠纷解

决机制的组成部分和调解文化

的新型分支， 需要体现新的需

求， 注入新的理念， 建立新的

机制， 而不能拘泥于现有模

式。 而调解员队伍的组织建

设、 素质建设、 业务建设、 职

业道德建设是调解制度发展的

前提。

当前， 应大胆探索商事调

解机制和制度创新， 激发调解

机制的发展活力， 组织、 管

理、 程序、 收费等制度是亟待

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商事

调解理论研究方面也有待加

强， 相关的属性、 原则、 分

类、 关系、 规律等理论框架都

需要重新建构。 同时， 要继续

强化商事调解的外部衔接机

制， 建设“周边” 支持系统，

为商事调解插上有力的翅膀。

此外， 还应加快推进立法进

程， 巩固司法改革成果， 并做

好与新加坡公约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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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拟立项课题公示

本市5所高校10项课题获立项
□ 记者 朱非

近日， 司法部发布“2024

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

部级科研项目拟立项课题公

示”， 拟立项课题 120 项， 其

中重点课题 21 项， 一般课题

34 项， 青年课题 37 项， 专项

任务课题 28 项。 本市 5 所高

校共 10 项课题获立项。

中国政法大学4个

重点课题获立项

21 项重点课题分属 16 所

高校。 其中， 中国政法大学以

四项重点课题领跑， 分别为

“《律师法》 修改若干重大问题

研究” （李本森）、 “人工智

能时代网络空间安全风险识别

与法律应对” （张凌寒）、“罪

错一体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预

防与治理研究” （王贞会） 、

“数据产权政策下数据权益法

律保护模式研究” （席志国）。

北京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

两所高校各获两项重点课题立

项， 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的传统法律文化根脉” （柴

荣） 、“健全反‘长臂管辖’的刑

法规则体系” （蒋娜） ，以及武

汉大学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法治保障体系构建研究”（冯

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适用疑难问题研究”（温世扬）。

其余 13 所高校各一项重

点课题获立项。 其中， 本市两

所高校榜上有名， 分别为上海

交通大学的“中国式法治现代

化研究” （范进学） 和上海师

范大学的“实践导向的法学院

校教育培养问题研究”（王健）。

此外入围的 11 个重点课题为

“个人数据权益的保护与行使

机制研究”（清华大学 程啸）、

“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

体系中的合宪性审查问题研

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

锴）、“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

下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研究”（中

央财经大学 刘权）、“民商事调

解统一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

学 汤维建）、“同新业态相适应

的增值税制度革新研究”（北京

大学 叶姗）、“我国轻罪刑行协

同治理问题研究”（湘潭大学

赖早兴）、“关于海洋政策法律

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 周

江）、“法律适用统一的民事程

序体系研究”（中央财经大学

林剑锋）、“重点领域公平竞争

审查规则研究”（华南理工大学

殷继国）、“国际投资条约的缔

约国解释研究”（山东大学 黄

世席）、“‘双碳’ 目标下的碳排

放行为规制研究”（深圳大学

陈贻健）。

华东政法大学6项

课题获立项

本市五所高校 10 项课题

获立项， 其中六项花落华东政

法大学。 除前述两项重点课题

外， 还包括一项一般课题、 三

项青年课题以及四项专项任务课

题。 其中一般课题为“粤港澳大

湾区商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

究” （同济大学 罗恬漩）。

青年课题为华东政法大学的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跨区域衔接

的理论与机制研究” （周海源）

和“关于国际知识产权问题研

究” （蒋启蒙）， 上海政法学院

的“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立法研

究” （徐伟）。 专项任务课题则

均来自华东政法大学， 分别为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安全边界

研究” （吴尚轩）、“《企业破产

法》 修订背景下重整融资优先权

的体系建构研究”（程威）、“司法

鉴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朱

晋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法律问题研究” （刘琦）。

构建本土化的气候变化诉讼制度

2024环境法治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