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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第四届“人工智能与法律”研讨会综述

为人工智能法律监管提供新思路

第八届家事诉讼程序理论与实务论坛综述

探讨家事司法理论与实务热点问题

□ 记者 徐慧

近日， 由同济大学法学院

与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

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届

“人工智能与法律” 学术研讨

会在同济大学召开， 会议主题

为“开源大模型与人工智能立

法”。

与会专家围绕开源大模型

的民事法律风险、 人工智能的

立法与监管等话题展开研讨，

为人工智能的法律监管、 知识

产权保护及伦理治理等方面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我国人工智能立法

应该做减法

主旨发言阶段， 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委

员李仁涵以《人工智能发展与

治理一脉相承》 为题发言， 他

认为， 人工智能立法目前存在

技术迭代与法律滞后矛盾、 责

任认定体系重构难题、 多方利

益难以平衡、 伦理治理量化尚

存在诸多困境、 技术与监管之

间仍存在鸿沟、 跨国法律规定

不协调等六大挑战。

他建议， 构建 AI 基本立

法、 数据治理立法、 人工智能

伦理立法、 责任认定特别法、

劳动保障适应性改革以及全球

治理协同机制等， 以形成一套

规范人工智能的完整法律体

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周汉华演讲的题目是

《我国人工智能立法应该做加

法还是减法》。 他认为， 我国

的算法监管制度极为严格， 制

度设计标准模糊、 成本高、 不

确定性较大， 既不利于人工智

能 （小微初创 ） 企业创新创

业， 也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市场

预期。 数据域算法领域面临的

法律障碍横跨不同部门法， 贯

穿立法、 执法、 司法等不同环

节， 只能通过对现行法律系统

的改废释等“减法” 来解决，

真正树立法治权威， 稳定市场

主体预期。

亟需建立独立自主

的开源许可证体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平教授

作了题为《开源大模型的许可

证选择及知识产权规则》 的发

言。 她详细阐述了开源大模型

的许可证选择及知识产权规则

的复杂性， 指出我国亟需建立

独立自主的开源许可证体系，

依托核心技术支撑， 形成自主

可控的许可证制度及开源社

区。

同济大学法学院黄锫教授

发言的题目是《我国人工智能

领域包容审慎监管的法治化》。

他提出， 我国应在人工智能领

域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策略，

以平衡技术发展与安全之间的

动态关系。

专题讨论中， 华中科技大

学法学院郑友德教授阐释了在

AI 模型权重开放与公共安全

之间找到平衡的必要性； 浙江

大学光华法学院张伟君教授结

合最新的人工智能著作权侵权

案例， 深入剖析了大模型训练中

使用数据的著作权规制路径； 同

济大学法学院张韬略副教授从著

作权法的角度评估了使用开源代

码训练大模型的法律风险； 上海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艳研究

员讨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治

理的逻辑与进路， 并提出了生成

内容监管的法律框架。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钢

在总结时就我国人工智能立法提

出四点想法： 首先， 应精准区分

人工智能风险， 科学匹配合适的

治理手段； 其次， 综合运用法律

的立改废释， 回应人工智能当前

最急迫的问题； 第三， 继续推进

人工智能法的研究与讨论， 等待

时机成熟再行出台； 最后， 要加

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减少企业

合规的试错成本。

  日前， 第八届家事诉讼程

序理论与实务论坛在中国人民

大学举办。 本次论坛主题为

“家事司法的理论与实务”， 与

会专家围绕家事司法理论与实

务热点问题展开研讨。

容忍勘验义务适用

应限于亲子关系诉讼

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周艳波教授作题为《容忍勘

验（检查） 义务在亲子鉴定案

件中的适用》 的主题报告。 她

认为， 基于当事人阐明义务，

若亲子鉴定检材由不负证明责

任的当事人持有， 该当事人就

负有提出鉴定检材、 容忍检测

的协助义务。 司法实践中， 由

于司法解释规定概括抽象， 法

院常以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

未提供必要证据为由驳回申

请。

容忍勘验义务的法理依据

包括： 法院在身份关系诉讼中

的职权探知主义、 当事人平等

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作为公

法性义务， 容忍勘验义务的适

用， 应当限于亲子关系诉讼，

要求具备期待可能性， 遵循一

般盖然性标准。 我国有必要构

建“类型限定+举证分层+初

步证明” 的适用框架， 帮助破

解亲子鉴定举证难题。

制度设计应考虑实

现子女利益最大化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徐文

海副教授以 《子女抚养 （权）

对人执行的再思考》 为题作主

题演讲。 他认为， 目前法律和

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可以对抚养

权、 探望权进行强制执行， 相

应强制措施并不属于间接执行

措施。 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真

正的抚养权执行问题。

《民法典》 第 1084 条第

3 款规定， 诉讼应是“直接抚

养人确认之诉”。 其法律效果

是通过判决确认直接抚养人，

而非创设抚养权， 也不具有可

执行性。 对此有三种解释路

径： 一是定性为直接执行， 同

时修改实体法上的抚养概念；

二是定性为间接执行措施， 将

其置于离婚诉讼中一并判决执

行； 三是模糊权利义务概念，

基于价值考量， 完善父母子女

的会见探视规范。 此外， 制度

设计究竟如何实现子女利益最

大化， 避免其沦为口号也值得

思考。

完善未成年人意见

表达的程序机制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齐凯

悦副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论澳

大利亚家庭法中的儿童最大利

益原则之修订及其启示》。 她

表示， 澳大利亚家庭法 1975

年即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明确法院确定儿童抚养义务必

须将儿童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

虑因素， 具体包括儿童与父母

双方建立有利联系和保护儿童

免受身心伤害两个主要因素和

若干附加因素。 但司法实践

中， 相关因素更为全面复杂，

可能导致诉讼迟延和判断因素

混同。

修订后的澳大利亚儿童最

大利益原则判断标准包括安

全、 儿童观点、 需求、 抚养能

力、 联系和其他事项六方面因

素。 其对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原则司法适用的启示是，

应将未成年人安全作为主要考

虑因素， 完善未成年人参与和

意见表达的程序机制， 同时加

强裁判说理。

家事司法研究要注

重一体化研究方法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肖建国教授在作总结时

表示， 家事司法在民事诉讼法

的制度和理论体系中日益重

要， 更多学者、 法官、 律师关

注家事司法， 很大程度上可以

增加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

度、 广度、 厚度和温度。 家事

司法研究应注重一体化研究方

法， 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一

体化， 也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讼

程序的一体化。 家事司法是柔

性司法、 愈疗性司法、 修复性

司法， 是法院和社会联动的一

种方式， 法院内外的许多角色

都融入其中。

他认为， 家事司法强调保

护妇女和儿童利益以及价值判

断。 家事司法中的性别意识和

女性视角，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帮助修正过去民事诉讼以财产

关系争议为中心的视角。

本次论坛由中国法学会民

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 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 南京师范大

学法学院承办。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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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非

近日， 教育部发布《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5

年）》， 增列 29 种新专业， 纳

入 2025 年高考招生。 新目录

包含 93 个专业类、 845 种专

业。

58 所高校新增法学门类

专业。 其中， 河北外国语学

院、 湖北商贸学院新增“法

学” 专业， 新疆政法学院新增

“国际法” 专业， 安徽外国语

学院、 吉首大学、 湖南涉外经

济学院、 贵州商学院新增“知

识产权” 专业， 西南政法大

学、 辽宁警察学院、 皖南医学

院、 甘肃警察学院新增“司法

鉴定学” 专业， 西北政法大学

新增“监狱学” 专业， 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 牡丹江师范学

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 齐鲁师

范学院新增“国际经贸规则”

专业， 学制都为四年， 授予法

学学位。

此外， 西南交通大学、 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 大连医科大

学、 大连大学、 烟台大学、 信

阳师范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新增第二学位“法学” 专

业， 安庆师范大学、 烟台大

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新增第

二学位“知识产权” 专业， 学

制均为两年， 授予法学学位。

上海有三所大学新增法学

类专业， 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

的“政治学、 经济学与哲学”

专业、 上海财经大学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 专业， 学制为四

年； 同济大学的第二学位“法

学” 专业， 学制为两年， 均授

予法学学位。

其他高校新增的法学类专

业有“国家安全学” “思想政

治教育” “家政学” “警务指

挥与战术” “社会学” “社会

工作” “经济犯罪侦查” “警

犬技术” “涉外警务” 等。

本市3所高校新增法学类专业

教育部发布 2025 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

4 月 25 日， 浙江师范大

学行为法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在法学院召开。

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董治

良表示， 行为法学研究中心要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和法治理论， 汇聚各方智

慧、 开展深度研究、 促进学术

交流与合作， 充分发挥人才培

养的功能， 为行为法学领域培

养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浙江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吴卡表示， 行为法学研究中心

要以问题为导向， 聚焦法治中

国建设中的现实需求； 坚持深

化校地、 校际、 校会合作， 构

建政产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

践能力的法治人才， 又积极为

地方立法、 司法改革和社会治

理贡献智慧。

（朱非 整理）

浙江师大成立行为法学研究中心

经上海市长宁区工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宁工业投资）

股东决定及上海长捷客运服务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长捷客运） 股东决

定， 长宁工业投资吸收合并长捷客

运。 吸收合并后， 长宁工业投资存

续， 其注册资本不变， 长捷客运注

销， 长捷客运注销后其债权、 债务、

人员、 资产均由长宁工业投资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市长宁区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长捷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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