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际法律动态

阿联酋颁布法令规范金融司法程序

  3 月 10 日，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迪拜酋长国颁布

2025 年第 2 号法令。 该法

令重点规范内容包括：

一是完善法院组织架

构。 明确金融中心法院由小

额诉讼法院、 一审法院及上

诉法院三级审判组织构成，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二是构建多元解纷机

制。 设立调解中心， 开展协

商调解工作， 提升争议化解

效能。

三是明确专属管辖权。

金融中心法院对五类案件行

使专属管辖权： 涉金融中心

的机构或实体的民商事及劳

动案件； 涉金融中心的合同订

立及履行案件； 金融中心辖区

内事件或交易案件； 涉金融中

心的信托契约与非穆斯林遗嘱

执行案件； 国际仲裁裁决承认

与执行案件。

四是完善司法程序规范。

授权金融中心法院采取资产披

露令、 仲裁保全措施等临时性

强制措施。 创新证据规则， 允

许远程视频、 电话作证， 免除

外籍证人宣誓义务。 健全执行

体系， 设置专职执行法官。 建

立技术瑕疵豁免机制， 规定非

重大程序瑕疵不影响诉讼行为

效力（除法院特别裁定外）。

（阿拉伯语编译： 张婧欣）

塞尔维亚修订 《高等教育法》

  3 月 7 日， 塞尔维亚共

和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

《高等教育法》 修订案。 修

订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强化财政保障机

制。 修正案第 22 条首次明

确国家财政承担境内学术项

目认证及国际学术认证费

用。 依据第 25 条、 第 49 条

规定， 建立高校学生学费补

贴制度， 对本国在籍学生实

施 50%学费财政补贴。

二是健全薪酬分配体

系。 修正案第 23 条确立高

等教育机构教职工工资基准

制度， 规定其薪酬计算基数

不得低于初、 中级教育工作

者标准。

三是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修正案第 17 条调整高等教育

机构理事会成员构成比例， 教

职工代表占比由 55%提升至

60%， 创办方代表占比由 30%

调减至 25%。

四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修正案第 39 条设立“微证书”

认证体系， 建立政府主导的职

业培训机制， 面向中高等教育

毕业生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

训， 由国家认证机构统一考核

认证。

（塞尔维亚语编译： 董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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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执法司法配合制约体制机制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探究刑事执法司法配合制约体制创新

华东政法大学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开启医学与法学交叉融合新篇章

  日前， 由中国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主办的“刑事执法司

法配合制约体制机制研究学术

研讨会” 在南京大学举办。 会

议围绕“刑事执法司法体制的

优化与完善” “刑事执法司法

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刑事执

法司法的衔接机制研究” “刑

事执法司法配合制约的实践”

四个议题展开研讨。

完善司法配合制约

机制应调整职权配置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名誉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

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卞建林教

授作了题为《刑事司法权的科

学配置与良性运行》 的发言。

他首先对“刑事执法司法体制

机制” 进行破题， 认为目前中

央层面并无这一正式文本， 因

此“刑事执法司法体制机制”

这一表述有待论证。 其次， 在

讨论执法司法配合制约机制

时， 应同时考虑其诉讼的特

性。 除了权力之间的配合制约

外， 还要用诉讼的结构和构造

来规范国家权力， 用权利控制

权力， 避免重走纠问式诉讼的

老路。 第三， 要完善配合制约

体制机制， 首先应解决职权配

置的问题。 他强调， 合理分配

各类司法权， 不仅能有效提升

司法效率， 更能在一定程度上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

民教授主旨报告的题目为《刑

事执法司法配合制约机制的新

思考》。 他认为， 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原则独具中国特色，

即使不断接受挑战， 仍作为本

源原则存在， 属于中国自主知

识体系的一部分。 针对目前配

合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 他对

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原则的未

来发展提出了意见： 适度的、

良好的配合应当继续发展； 适

度突出制约的主体地位； 发挥

逆向制约的强大作用； 适度发

挥正向制约的作用； 建立检察

机关与监察机关实质配合制约

关系。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山东大学法学院院

长周长军教授以《刑事侦查程

序中执法司法权力的配合制约

模式》 为题发言。 他认为， 公

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存在双

向制约和单向监督的关系， 其

理论上可以归属为伙伴型和中

立型的混合关系。 配合制约模

式的构建， 主要是针对强制性

侦查行为。 他提出， 检察机关

自行侦查过程中适用的强制性

措施， 未来可以考虑由法官有

限度地提前介入， 以此制约检

察机关的权力。

启用机动侦查权应

遵循“稳慎”原则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武汉大学法学院洪

浩教授就《深刻领会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 健全完善刑事诉

讼法“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原则”》 作报告。 他

对健全完善第 7 条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原则提出

如下建议： 完善配合机制， 配

合保障诉讼权利； 强化对监察

权的制约监督； 强化检察机关

审查强制措施及审查起诉的权

利， 健全听证程序； 落实司法

行政机关保障辩护人的主体责

任。 最后， 他用“轻罪配合，

重罪制约； 正向配合， 逆向制

约； 权力配合， 权利制约” 对

配合制约关系进行总结。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

生教授以《法官中立的实践检视

与制度完善》 为题作报告， 重点

讨论法院对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

的制约， 指出控辩审三方结构可

能由于审判方亲近控诉方、 疏远

辩护方而发生倾斜。 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法官不中

立， 具体表现为， 实践中对辩护

人申请调查取证很少批准； 对辩

护方申请回避、 改变管辖的请求

很少予以采纳等。 二是造成错案

的重要原因包括控诉和审判的分

离在实践中落实不到位； 检察官

在审判过程中既是公诉人也是监

督者， 以监督权凌驾于法官之

上； 检察机关有权直接对法官的

职务犯罪进行侦查等。

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法学

院、 南京大学法学院、 南京市律

师协会、 南京大学犯罪防控所刑

辩研究中心承办。

（朱非 整理）

  5 月 14 日， 华东政法大

学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合作

签约仪式举行， 共同开启医学

与法学交叉融合的新篇章。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

为禄表示， 学校将与复旦上医

共同努力， 一是将“医学+法

学” 进行深度融合， 打造创新

合作平台， 聚焦前沿问题， 从

医疗纠纷法治化、 生物医学知

识产权保护， 到中国卫生政策

制定、 生命伦理法律规制， 全

面扩宽合作领域； 二是以“人

文+科学” 进行双轮驱动， 两

校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构建

跨学科课程体系， 以多元途径

探索合作形式， 以开放包容的

姿态树立医学和法学融合教育

新典范； 三是以“创新+开

放” 为引领， 打造校际合作新

标杆， 构建常态化、 制度化、

长效化的协作机制， 以创新为

驱动力， 以服务社会发展为导

向， 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

供智力支持。

复旦大学校长、 上海医学

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

认为， 此次合作是两校跨越学

科疆界、 响应国家战略的主动

探索。 希望双方以交叉创新筑

牢生命健康防线， 将科研探索

和医学实践融合， 在前沿领域

推动医学实践与法律规制的协

同创新， 加快科研成果在实务

中的转化； 以跨界融合锻造复

合型人才， 以课程互通、 师资

共享培养兼具医学与法学素养

的复合型人才， 服务健康中国

与法治中国建设； 以协同赋能

社会治理现代化， 立足上海超

大城市治理需求， 做好医学与

法学的学术协同攻关。

此次签约既是基于两校对

学科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 也

是顺应时代对复合型人才培养

的迫切需求。 未来， 双方将依

托各自学科特色， 携手在医学

和法学交叉领域开拓新的天

地， 为我国法治建设和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为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与

力量。 （朱非 整理）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揭牌

着力区域国别法学交叉学科建设

  5 月 16 日， 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研讨会暨“比较法学

院” 揭牌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

举行。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

教授认为， 比较法学院要明确

自身定位， 着重承担起区域国

别法研究的重任， 聚焦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主责主业， 培养具

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素质法

律人才。 同时， 学院要在人才

培养模式、 课程设计、 培养方

法方面持续发力， 注重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 在破除高校与社

会之间体制壁垒方面取得新成

效。 此外， 他还期待在人才培

养质量评价标准上取得新突

破。 他建议， 要开展对学生从

学校到社会的全过程监测、 长

时期关注， 推进学校人才培养

模式、 方案、 课程体系的不断

优化， 形成规模效应。

据悉， 比较法学院（比较

法学研究院） 将以区域国别法

研究为牵引， 打通传统学科知

识体系， 整合全校优质资源，

积极探索区域国别法学交叉学

科建设， 将学院建设为世界一

流的比较法和区域国别法人才

培养、 科学研究和对外法律文

化交流基地。

2025 年， 比较法学院将

在现有的研究生培养基础上，

开始招收区域国别方向的法学

本科生。

（朱非 整理）

兹有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向

上海市张江公证处申请办理承继公

证， 要求承继原盐城市信托投资公

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中的全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及相

应利息。 如有任何相关单位或个人

对上述承继事宜持有异议， 请在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 10 天内以电话、 邮

件方式与下列上海市张江公证处联

系人联络。

联系人： 张润南

联系电话： 17321285903

       021-50586277 转 7055

  邮箱： zhangrunnan@zjnotary.com

  特此公告

上海市张江公证处

2025年 5月 21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