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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民事诉讼法青年论坛（2025）在沪召开

聚焦民事诉讼法的挑战与创新

□ 记者 朱非

4 月 26 日， 由中国法学

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

三届民事诉讼法青年论坛

（2025） 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郝振江教授主持， 论坛

分为“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制

度” “委托代理制度的新发

展” “现代型诉讼中的主体制

度” 三个主题展开研讨， 每个

议题设报告人和评议人， 论坛

以报告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讨

论为主要形式， 为青年学者搭

建学术交流平台。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宋晓燕教授介绍了当今人工智

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上海财

经大学在数字经济框架下所做

的一系列战略部署。 她表示，

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法学在人

工智能浪潮下面临着同样的机

遇与挑战， 并强调了上海财经

大学法学院一直以来对于诉讼

法学科的重视， 以及本次会议

的举办对于上海财经大学民事

诉讼法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中国

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王福华表示， 在司法现代

化背景下， 与会学者围绕民事

诉讼法的困境与创新展开的讨

论很有意义。 目前， 传统民诉

理论面临程序简化与专业化转

型的双重挑战， 从建国初期的

政治化审判到 1982 年 《民事

诉讼法》 确立的专业化体系，

再到民法典时代实体法与程序

法的深度结合， 反映出司法功

能从“政权守卫” 向“纠纷解

决” 的演变。 因此， 他提出了

当前研究特别值得回应的两个

问题： 一是执行程序中实体法

与程序法的衔接问题， 二是研

究方法论的革新。

王福华还建议引入微观经

济学、社会心理学及 AI 技术等

跨学科视角，破解“民诉研究路

在何方”的焦虑。 最后，他呼吁

民事诉讼学应以开放姿态拥抱

技术变革与理论创新， 在现代

化进程中推动民事诉讼制度的

兼顾程序正义与实务效能。

扫
描
左
侧
二
维
码
关
注（理论学术编辑部微信平台）

2025年 5月 7 日 星期三 法学院 B2
责任编辑 / 徐慧 编辑 / 朱非 E-mail:xuadaly@126.com

2024年度复印报刊资料“法学期刊”转载指数研究报告发布

《法学》转载量与综合指数位列榜首
□ 记者 朱非

近日，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

资料中心发布了《复印报刊资

料转载指数研究报告 （2024

年度 ）》。 法学学科期刊排名

中， 《法学》 转载量与综合指

数位列全国首位， 《法学研

究》 转载率位列全国第一。 据

悉， 该排名涵盖了来自全国的

207 种法学学科期刊。

《法学》转载量、综

合指数位列全国第一

在 2024 年度复印报刊资

料“法学期刊” 全文转载排名

中， 《法学》 转载量与综合指

数位列全国第一， 转载率排名

全国第五。

据了解， 《法学》 期刊由

华东政法大学主办， 创刊于

1956 年。 近年来， 《法学》

积极挖掘优质稿源和培育重大

选题， 约请名家与扶持新秀并

进， 注重各法学学科发文均

衡， 通过开展主题征文等活

动， 积极搭建优秀的学术成果

发表平台， 发表了一大批有分

量、 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2023

年， 《法学》 重获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资助期刊荣誉。 2024

年， 《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

学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 专栏

建设项目成功入选市教卫工作

党委、 市教委开展的 2024-

2025 年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

重点专栏建设” 支持计划。

本市 3 种法学期刊

榜上有名

“法学期刊” 转载量、 转

载率和综合指数的三个榜单

中， 《法学》 《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 《清华法学》

《中外法学》 《法学家》 《环

球法律评论》 《现代法学》 等

八种期刊均位列全国前十。

此外， “转载量” 榜单

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

办的《政治与法律》 位列全国

第三，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排名全国第十； “转载率” 榜

单中， 《国际法学刊》 《公安

学研究》 分别位列全国第八名

和第九名； “综合指数” 榜单

中， 《政治与法律》 位列全国第

六， 《法制与社会发展》 排名全

国第十。

据悉，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指数研究报告》 由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定期研制发布， 至

今已连续发布 25 年。 该报告从

转载量、 转载率和综合指数三个

量度， 分别研制了期刊和机构的

转载指数， 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人

文社科学术期刊、 教学科研机构

的学术研究水平。

“转载量” 为原发期刊、 作

者机构被本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

文转载的绝对量数值； “转载

率” 主要反映了原发期刊优质学

术论文的占比情况， 是用该期刊

当年被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

篇数除以该刊当年总发文数 （不

含增刊上的论文）； “综合指数”

既反映了期刊、 机构全文转载的

绝对量情况， 又反映了论文质量

的相对量情况。

最新国际法律动态

韩国 《民法》 67年来首次全面修订

  韩国法务部于 2 月 7 日

至 3 月 19 日发布 《民法》

修订立法预告， 重点修订领

域包括：

一是建立浮动利率机

制。 现行《民法》 规定， 除

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

有约定， 债权年利率为 5%。

针对固定利率制度与市场波

动不相适应的问题， 修订案

建立浮动利率机制， 通过定

期评估市场利率及物价指

数， 浮动调整法定利率。

二是完善意思表示撤销

制度。 现行《民法》 规定当

事人可以撤销因错误意思表

示、 欺诈、 胁迫而作出的意

思表示。 修订案引入不当影

响撤销权制度， 重点规范宗

教领袖与信众、 护理人员与

患者等特殊关系中存在的隐性

精神控制行为， 规定心理弱势

方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意思表

示可以撤销。

三是补充规定代理权与代

位求偿权。 通过新增第 124 条

之 2 规定， 将代理权滥用行为

定性为无权代理。

四是重构担保责任制度。

将原有八类担保瑕疵整合为权

利瑕疵、 物品瑕疵两大类型。

构建分级分类救济体系。 针对

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且出卖人

存在过错责任的情形， 丰富救

济措施。

（韩语编译： 黄金清）

  日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成立国际法学院， 徐伟功教授

担任院长。

据介绍，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国际法学院将深化涉外法治

理论研究能力， 创新模式提升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 着力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 国际视野

的涉外法治理论研究重镇和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高地。 通过整

合学科优势资源， 已系统构建

包括教育部首批“涉外法律人

才教育培养基地”、 教育部

“国家级精品课程” 及“国家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省级

国际法教学团队、 多门省级一

流课程、 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

织的多层次育人平台体系。

此外， 还将持续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 重点推进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培育学科

课程体系， 开发特色专业教

材， 构建多元化教学资源库，

拓展国际化实践平台， 打造贯

通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的“三位一体” 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模式， 为国家培养更

多强于理论、 精于规则、 善于

实务的高端法治人才。

（朱非 整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立国际法学院

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巴西颁布实施 《经济对等法案》

  4 月 2 日， 巴西联邦众

议院审议通过第 2.088/2023

号法案， 系针对美方单边关

税政策的对等措施。 法案自

颁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核心

条款主要包括：

一是授权采取贸易反制

措施。 明确巴西对外贸易委

员会在遭遇他国单边经贸限

制、 损害巴西国际竞争力

时， 可依法采取加征关税、

暂停特许经营许可、 中止知

识产权保护等反制措施。

二是建立进口商品环境

准入机制。 规定进口至巴西市

场的商品， 其原产国 （地区）

须与巴西国家环境委员会颁布

标准相符或具备更严格的环境

监管体系， 商品须符合巴西温

室气体排放标准。

三是构建税收政策动态调

节机制。 授权联邦税务局依据

外贸委员会战略理事会决议，

突破现行税率限制标准， 动态

调整商品税率， 将关税工具纳

入国家贸易战略体系， 增强应

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政策能力。

（葡萄牙编译： 鲍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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