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际法律动态

俄罗斯发布
《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准则》

  经俄罗斯联邦卫生部跨

部门工作组第 90/18-0/117

号函件审议批准， 《医疗领

域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准则》

于 2 月 14 日正式实施 。

《准则》 主要包含三方面规

范性要求：

一是明确医疗人工智能

伦理治理重点。 着重解决临

床有效性验证不足、 算法黑

箱、 数据偏差、 系统退出机

制缺失、 责任主体认定模糊

及患者知情权保障不足等关

键问题。 建立算法动态监测

制度， 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建立

分级分类风险评估体系。

二是规范医疗人工智能管

理机制。 建立涵盖规划论证、

系统设计、 研发测试、 验证评

估、 审查核准、 部署应用、 运

行监测等环节的管理规范。 明

确界定患者、 医疗机构、 技术

研发机构、 产品制造商、 系统

操作方、 行业监管部门等主体

的权责边界。 强调人工智能决

策权限必须设置人工干预机

制， 系统运行逻辑应当可验

证。 （俄语编译： 朱霆恺）

□ 记者 朱非

4 月 16 日， 上海市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市司法局

发布“2025 年度决策咨询研

究政府法治专项课题申报评审

结果”， 确定 10 个研究团队获

得承接资格。

其中，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中标课题最多， 为 3 项， 分别

是“上海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

度研究”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申海平）、 “上海健全贸易风

险防控机制和贸易救济制度研

究”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谈

晓文） 以及“上海‘十五五’

期间涉外法治建设重点任务及

措施研究” （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 蔺捷、 上海东方域外法律

查明服务中心 游闽健）。

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政法

学院各中标两项， 分别为“上

海行政审批改革后完善监管对

策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程

威）、 “上海健全涉企收费长

效监管制度研究” （华东政法

大学 欧阳天健）、 “上海加强

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研究” （上

海政法学院 季平平）、 “上海

企业 ‘走出去’ 法律服务保障

典型案例研究” （上海政法学

院 贾少学）。

此外， “上海‘十五五’

期间法治社会建设重点任务及

措施研究” （中共上海市委党

校 王永杰）、 “上海涉企行政

检查质效评估研究” （上海财

经大学 李德旺） 两项课题也

获立项。

据悉， 每个项目资助 8 万

元整， 旨在为上海法治建设的

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

策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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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研讨会在福建泉州举办

修法应关注律师行业的发展需求

第八届“之江立法论坛”在杭州召开

为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建言献策

 4 月 19 日， 由中国法学

会律师法学研究会、 中国政法

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的“深化律师制度改革” 研讨

会在福建泉州举行。 与会专家

共同探讨如何深化律师制度改

革，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贡献智慧。

关注律师行业管理

体制现代化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

纪宏在致辞中提到， 律师制度

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对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 建设更高水平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至关重要。 当

前， 我国律师行业虽取得显著

成就， 但仍亟需着力破解律师

行业现代化转型及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命题。 对此， 他提出三

点建议， 要关注律师行业管理

体制现代化， 阐释并落实新质

生产力发展对律师行业的具体

要求， 并为培育国际一流律师

事务所夯实基础。

刑诉法第四次修改

应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

助研究院名誉院长、 资深教授

樊崇义以 《刑诉法第四次修改

与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为主

题作主旨演讲。 他表示， 在司

法现代化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

下， 律师制度改革成为司法体

系改革的关键一环； 随着社会

对司法公正、 效率及权威性要

求的提升， 律师作为法律服务

的核心力量， 其角色愈发重

要。 司法改革需紧扣“中国特

色” 这一核心命题。

他认为， 此次刑事诉讼法

修改应当重点关注刑事辩护制

度的改革和完善， 具体而言：

一是应当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确保庭审

实质化的实现； 二是正确理解

值班律师的地位和职责； 三是

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

的三大作用， 特别是保障被追

诉人认罪的自愿性、 真实性；

四是积极创造条件， 适时将律

师辩护引入职务犯罪的调查程

序； 五是推进刑事辩护全覆盖

改革； 六是加强刑辩律师基本

理论与实务的研究， 提升刑辩

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深化律师制度改革

的时机与要点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

授、 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

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王进喜作题为 《深化律师制

度改革的时机与要点》 的主题

演讲。 他表示， 律师制度改革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 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 随着律师制度改革

的不断深入， 现有法律已难以

完全适应新时代律师行业发展

的需求， 亟需通过立法与修法进

一步巩固和开拓深层次的律师制

度改革。 此外， 他还阐述了《律

师法》 修改的原则， 并指出修法

要处理好律师行业发展面临的五

个结构性问题。

他认为， “中国特色” 的本

质， 是中国律师行业在法治现代

化进程中， 通过制度设计、 文化

传承、 市场适配与历史路径的协

同演化， 形成的独特竞争力。 它

要求律师行业在坚持法治原则的

同时， 具备政治敏感性、 文化适

应力、 政策解读能力和社会担

当。 《律师法》 的修改应当助力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

度， 为中国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朱非 整理）

  日前， 第八届“之江立法

论坛” （浙江大学“求是智库”

高端论坛） 在杭召开， 本次论

坛以“地方立法质量十周年考

察” 为主题。 与会专家围绕

“地方立法质量十周年考察”

等议题展开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 国家一级教授、 中国法学

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法

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长李林作

了题为《新时代地方立法的新

经验新挑战新发展》 的主旨演

讲。 他提出， 在总结地方立法

经验时， 应从纵向、 横向、 理

论和实践四个维度考察地方立

法成效。 他建议， 从央地立法

关系、 立法供需关系、 立法主

体与立法 AI 关系、 立法本质

与法治体系关系四个方面推进

地方立法的发展。 同时， 他还

认为， 在回顾考察过去十年立

法成果的过程中， 要深刻反思

地方立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并作出科学理性的研究阐释，

努力寻求最大共识的新答案，

注入创新发展的新动能， 为推

动中华立法文明进步夯实政治

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根基。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李学尧教授以《基于适应性法

治： 人工智能立法的动态演化

框架与制度设计》 为题发表演

讲。 他围绕“中国该如何开展

人工智能立法” 这一问题， 通

过比较域内外经验， 运用法律

实证方法对法律与创新关系的

前期理论成果， 以及人工智能

领域内体系化立法思路展开系

统性批判。 他融合了复杂适用

系统理论及行为法经济学中的

“适应型法” “适应性法治”

“复杂创新理性人” “行为激

励” 等理论工具， 强调通过动

态反馈、 地方先行、 软法协同

等机制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的制度适配。 他还从立法权限

配置、 基本原则凝练、 具体条

款设计等方面对其理论的实践

落地做了示范性阐述。

本次论坛由浙江立法研究

院 （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 ）、

浙江省法制研究所、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省法学会宪

法与地方立法学研究会联合主

办。

（朱非 整理）

上海市2025年度决策咨询研究政府法治专项课题申报结果公布

10个研究团队课题获立项

日本审议通过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及应用促进法》

  2 月 28 日， 日本内阁

审议通过 《人工智能相关技

术研发及应用促进法》 草

案》。《法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各主体责任边

界。 国家层面负责顶层设计

及战略规划， 推进技术研发

与场景应用， 在行政领域积

极实施人工智能政务系统改

造。 地方政府结合区域发展

特色编制专项实施政策， 打

造差异化发展格局。 科研院

所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

技术攻关， 构建产学研协同

创新体系， 培育相关专业人

才。 市场主体主动对接国家

战略部署， 拓展人工智能产

业化应用场景。 国民群体强

化技术认知教育， 形成社会

共识与参与合力。

二是强化基础设施支撑。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共享， 重

点开发大规模信息处理平台、

智能通信网络及电磁数据存储

系统。 开展人才培养工程， 政

企校协同培育专业技术队伍。

建立伦理审查机制， 系统研究

国际技术应用风险案例， 针对

技术滥用形成预警防控体系。

三是完善组织保障体系。

成立人工智能战略本部， 由内

阁总理大臣领导， 统筹制定国

家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协调推

进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及应

用。

（日语编译： 彭子珈 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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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灵云、 袁宝兴已持袁忠贵、

柳杏娣遗嘱向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

办继承权公证， 因无法联系到利害

关系人袁宝康、 袁光利及其继承人、

钟春凤及其继承人， 特告请袁宝康、

袁光利、 钟春凤及其他， 有异议者

于见报之日起 30天内联系普陀公证

处 （联 系 人 ： 吉邱 萍 ， 电 话 ：

5256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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