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动活动中， 黄泰岩为贾宇颁

赠“珞珈讲坛” 纪念牌。 活动后，

贾宇带来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

进高校系列巡讲的首讲， 题为 《当

前刑事司法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贾宇结合司法实务中的典型案

例， 分析轻罪案件的规制理念和裁

判方法、 重大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

并对正当防卫、 涉民营企业罪与非

罪、 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等实践难点

热点问题一一解读。

两个多小时的授课吸引了校内

外百余名听众， 湖北法院、 检察院

及律师协会代表、 武汉大学教师及

学生代表等来到现场听课并交流，

座无虚席、 气氛热烈。

授课后， 周叶中教授在总结中

表示， 贾宇院长的授课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 其中的问题和案例充分

说明了法学作为实践科学， 需要做

到法学原理和司法实务高度统一。

期待通过进一步的务实交流和人才

培养， 真正实现法学理论和实践的

深度融合。

据了解， 此次上海法院实务专

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首站巡讲，

由四位上海法院实务专家进行授课，

分别聚焦刑事司法、 司法伦理、 金

融审判、 涉外商事审判等领域， 带

来审判业务专家的深度思考与现场

交流。

组织开展上海法院实务专

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 是

上海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也是对前期院

校合作成果的进一步深化。 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 “法治人才培养

上不去， 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

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 2023

年 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

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明确

提出要“推动法学院校与法治工作

部门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课程建

设、 教材建设、 学生实习实训等环

节深度衔接”。 今年， 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 明确把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

标的重要内容， 对法治人才培养提

出了更高要求， 赋予了人民法院更

大的政治责任、 法治责任。

活动现场， 张文显、 贾宇与黄

泰岩共同启动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

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 为各方进一

步深度推进院校合作、 加强法治人

才培养， 再谋新篇。

据悉， 2023 年两办 《意见》 实

施后， 上海法院通过体系化部署、

特色化打造、 项目化推进， 先后与

全国 24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在学术交流、 实践教学、

互聘互派等 10 个方面开展深度合

作， 率先开展以省级高院牵头组织

实施的实习法官助理项目， 首次面

向外埠高校设立第一批 10 个教授工

作站， 与高校联合编撰“审判实务

系列教材”， 开设 20 余门学期制课

程等。

值得一提的是， 武汉大学作为

第一批与上海法院签署合作协议的

24 所高校之一， 也是在上海法院设

立教授工作站的 10 所外埠高校之

一。 这次巡讲将法治人才培养的

“第一阵地” 和司法实务的“第一手

资源” 有机融合， 首站设在武汉大

学， 是双方在强强联合基础上， 更

深层次的双向奔赴。

张文显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

员会法学学部、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

育研究会， 对系列巡讲启动表示祝

贺， 他指出， 法学教育机构和法治

实务部门作为法治人才培养的两支

重要力量， 在新时代能够有更多的

更大的作为。 期待着法学会、 教育

部门和实务部门以此次巡讲为契机，

在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

方面共同探索出可行方案， 在当下、

在未来， 携手同频“发声”， 双向

“发力”， 共同推动法学教育与司法

实践深度融合， 为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 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培养更多德法兼修、 知行合一

的法治人才。

黄泰岩表示， 全面依法治国是

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 离不开高素

质法治人才队伍和科学的法治理论

支撑， 需要法治工作部门、 法学教

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机构进一步深化

协同创新。 武汉大学法科教育历经

百年，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武汉大

学将充分发挥一流学科优势和人才

智库功能， 深化与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在理论研究、 实务研讨、 智库

共享、 人才培养、 实践教学等多领

域战略合作， 努力打造院校高水平

合作典范， 携手共育堪当大任的高

素质法治人才， 并肩推动法治建设

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 共同书写法

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一页。

王理秋介绍称，根据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

指示，按照两办《意见》要求，结合审

判工作实际，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

组提出了“司法机关要承担起法治人

才培养的共同责任”的命题。 这次巡

讲的启动，是上海法院与包括武汉大

学在内的各高校之间，合作工作进入

了新阶段， 合作内容有了新载体，合

作能级获得新提高。

11 月 24 日下午， 在武汉大学樱顶老图书馆， 来自司法实务、 法学理论等领域的法官、 检察官、 律师、 专家教授、 高校学生们共聚一堂， 上

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启动活动在这里举行。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 学术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张文显，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出席活动并致辞。 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二级大法官贾宇出席活动， 并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 开展系列巡讲首讲。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

部主任王理秋介绍系列巡讲项目情况。 武汉大学副校长陆伟主持启动活动，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周叶中主持首讲讲座。

□ 张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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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启动

巡讲首讲，武汉大学火热开场！

同频“发声” 双向“发力”

“第一阵地”和“第一手资源”有机融合

进一步深化
院校合作成果

首讲聚焦刑事司法疑难问题

首讲听课现场座无虚席

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

系列巡讲启动会现场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颁赠“珞珈讲坛”纪念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