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上海市法学会外国

法与比较法研究会 2024 年年

会暨“中国与欧洲法” 研讨会

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召开。 本

次会议由上海市法学会外国法

与比较法研究会主办， 同济大

学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涉外

法治研究院联合承办。 与会专

家围绕中国与欧洲法领域的热

点问题展开研讨。

上海政法学院王娜副教授

分析了英国如何界定和处理仇

恨犯罪， 探讨了仇恨犯罪在英

国的犯罪情况、 皇家检察署的

角色， 以及仇恨犯罪的分类和

起诉指导规则。 但她认为， 基

于对英国现行立法和执法现状

的了解， 我国没有必要引入仇

恨犯罪概念。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于霄副

教授综合论述了洛克劳动赋权

理论在数据财产权正义观中的

应用， 分析了数据确权的正当

性问题， 以及劳动赋权理论在

现代数据产权中的应用和挑

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汪其

昌副教授以马斯克天价薪酬案

为例， 分析了受信人忠义义务

中的全面公平规则， 探讨了交

易过程和交易价格的公平性，

以及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问题。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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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西南政法大学、 深

圳市司法局、 深圳市南山区人

民政府共同推进涉外法治体系

建设框架协议签约暨西南政法

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揭牌

仪式在深圳举行。 仪式由西南

政法大学主办， 西南政法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承办。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

记、 校长林维表示， 西南政法

大学来到粤港澳大湾区， 就是

要与各方形成合力， 为湾区建

设贡献法治力量。 研究院将协

同校友力量， 充分发挥法学学

科的引领作用， 聚力打造法治

理论研究的前沿基地、 服务社

会实践的智库阵地、 一流法治

人才培养的示范园地。

据介绍， 大湾区是推进涉

外法治建设的前沿， 是涉外法

治创新实践的高地。 加强涉外

法治建设是应对外部风险挑

战、 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当务之

急， 更是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时代所需。 研究院将充分

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以及三方

协同优势， 紧密结合地方发展

需求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

要求， 以问题为导向， 精准服

务大湾区涉外法治建设， 精准

助力大湾区企业扬帆出海。

（朱非 整理）

北大环境法前沿论坛“中国环境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综述

聚焦环境法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

日前， 由北京大学法学院

主办， 北京大学资源、 能源与

环境法研究中心承办的北大环

境法前沿论坛“中国环境法的

过去、 现在与未来” 在北京大

学法学院举行。 与会专家围绕

环境法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

展开研讨。

生活环境应属于公

众共用物

武汉大学教授， 福州大学

法学院名誉院长、讲座教授，中

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原会长蔡守秋认为， 生活环境

应属于公众共用物， 即具有非

排他性的共用物， 实际上是所

有生命体共用共享之物。 环境

法学的两大基础理论是生态化

理论和共用物理论， 前者取得

了重大进展与成果， 后者则尚

处于初步研究阶段。未来，环境

法学的共用物理论与生活环境

保护法研究会得到很大发展。

运用系统视角设计

环境法具体制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王曦教授认为， 研究环境法时

需要注重两点问题： 一是改革

的系统性、 整体性和协同性。

在对环境法具体制度进行设计

时， 应当注重运用系统视角，

重视制度设计和改革的“三

性”。 二是构建讲求系统性、

协同性的环境治理模型。 整个

环境治理过程的核心是价值选

择， 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应当

注重在环境资源的使用和利用

问题上平衡各方利益， 做出正

确的价值选择。

环境法是独立的法

律部门

天津大学法学院讲席教

授、 院长，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孙佑海重点论证了环境法的独

立法律部门地位。 他认为， 生

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当围绕污染

防治制度、 生态保护制度、 绿

色发展制度、 独特的法律责任

制度和特殊的诉讼制度等重要

法律制度展开。 现代环境法具

有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存在的充

分理由和特殊法律价值。

环境法是发展变化

的实践性法律部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环境

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

灿发表示， 环境法是一个不断

发展变化的实践性法律部门，

环境法学科为解决环境问题而

生。 虽然环境法研究具有阶段

性， 但研究者应当具有预见

性， 以发展的眼光展开理论研

究。 需要正确认识理论研究与

具体制度发展的关系， 注重理

论研究为制度改革和发展提供

基础和引导作用。 环境问题的

紧迫性和广泛性决定了环境法

对传统法律学科的突破， 应当

勇于创新， 努力寻找新方法、

新路径解决环境问题。

关注环境法研究对

象的特殊性和综合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

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汪劲认为， 环境法学在

中国的诞生具有极强的时代背

景与历史诱因， 环境法学产生

的前提是由现实问题催生的大

量环境立法。 在环境法的未来

发展中， 要注意环境法研究对

象的特殊性和综合性， 注意其

领域法的基本属性和特性。 他

表示， 研习环境法的路径有两

条， 一是环境法学的学习要重

视基础传统法律的学习； 二是

不必拘泥于本学科的思想方

法， 应以不设边界、 海纳百川

的态度进行理论研究。

应当建构 ARI 模型

下的“新环境法学”

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教

授、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王明远表示， 环

境法最初是为应对环境危机而

生的问题对策法， 但对策法学

具有天然的局限性， 环境法学

研究应当上升到具有普遍适用

性与理论抽象性的层面。 其

次， 环境法学基于传统法学产

生， 又超越传统法学， 二者之

间的关系可以用 ARI 模型表

达， 即环境法学的应用（Ap鄄

plication）、改革（Reform）、创新

（Innovation）； 环境法是各种

传统法律规范在环境社会关系

领域的特殊呈现与有机结合，

既有相对独立性， 又与传统法

存在共性交集。 再次， 应当建

构和发展 ARI 模型下的、 基

于乃至超越对策法学和传统法

学的“新环境法学”。 他介绍

了“环境-法律-法学” 系统

分析框架， 认为环境法的发展

实际上经历了从规范主义到功

能主义再到新规范主义的进

程。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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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所法学院校202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陆续发布

上海政法学院首届法学博士招生

打造涉外法治理论研究前沿基地

西南政法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成立

□ 记者 朱非

近日， 全国多所法学院校

陆续发布 2025 年博士研究生

招生简章。 今年首次获批法学

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八所高校以

及首批取得法律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点的八所高校已经陆续开

始招生。 上海政法学院今年获

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首届

法学博士招收五人。

首批集中审核法律

博士点陆续招生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今年集

中审核通过的法律一级学科博

士点的八所院校包括： 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辽宁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 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北

政法大学。 目前， 除西南政法

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其他五所院

校招生简章尚未发布。

西南政法大学近日发布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

程”， 将分两批次招收博士研

究生。 其中， 法律博士专业于

第二批次招生， 时间为 2025

年 3 月-5 月， 包括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 学制四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也于近日发布“2025 年法律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

章”。 计划招收的法律博士专

业包括涉外法治、 数字法理论

与实务、 民商法制度与营商环

境法律保障、 市场监管法律制

度、 企业犯罪司法与涉案财产

处置理论与实务五个方向， 人

数待定。 值得注意的是， 仅招

收非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研究

生， 学制四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显

示， 法律博士拟招收五人， 学

制四年， 学习方式为全日制。

申请人应已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或法学、 法律硕士学位， 或取

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含律师

职业资格证书）； 且应有五年

以上全职法律实务工作经历。

此外， 有 11 所高校已增

设自主审核法律博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 分别为中山大学、 中

南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浙江

大学、 四川大学、 上海交通大

学、 厦门大学、 清华大学、 吉

林大学、 复旦大学、 北京理工

大学。

上政首届法学博士

报名截止至1月15日

上海政法学院今年获批法

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并于近日

发布“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

生简章”， 内含一个一级法学

学科博士点， 考生须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前登录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报名。 根据招生简

章， 上政今年仅招收全日制学术

学位博士研究生， 招生方式为申

请-考核制， 面向符合报考条件

的人员采取“材料审查+综合考

试” 的考核方式选拔博士研究

生。 招生学科为法学一级学科，

包括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

学、 经济法学、 国际法学等四个

学科， 计划招收五人。 博士研究

生为全日制学习方式， 基本修业

年限为四年， 最长不超过六年。

录取类别包括定向和非定向， 定

向类别的博士研究生人数一般不

超过招生规模的 30%。

截至发稿前， 华东政法大学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尚

未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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