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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至 6 日，“上海法院

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

上海交通大学巡讲”活动走进上海

交通大学。

6 月 5 日上午，巡讲活动在上

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廖凯原法学

楼东方会堂正式启动。上海交通大

学校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顾锋出

席活动并致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政治部副主任孙婧介绍“上海法

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

讲”项目和巡讲专家。 上海交通大

学凯原法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彭诚

信主持活动。

作为本次巡讲授课的实务专

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一

级高级法官王光贤， 上海市虹口区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二级高级法官

叶伟为，上海海事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二级高级法官胡永庆，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

长、三级高级法官毛海波出席活动。

现场，王光贤与顾锋一同启动

“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

系列巡讲·上海交通大学巡讲”活

动。此次巡讲活动是上海法院系统

与上海交通大学深入互动交流、强

化合作效能的全新开端。

此次上海交通大学系列巡讲

活动，由王光贤领衔首讲。 讲座伊

始， 王光贤用古今中外法治案例，

全面阐述了新时代刑事审判对中

华传统司法智慧的承启，深刻解析

了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内涵，及其

对于当下司法裁判的重要意义。

第二讲的主讲人是叶伟为。授

课中，叶伟为从法律文化、执行实

践、制度路径三个维度就中西法律

文化基因的对话与镜鉴、世界各国

及地区执行模式的配置情况、中国

式强制执行现代化的范式转型进

行分析，并就如何构建执行现代化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讲的主讲人是胡永庆，他

以航运海洋与日常生活及海上活

动形成的海商法特殊规则作为引

子，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碳、

金融融合四个角度讲述了航运新

质生产力发展与海事司法的变化，

并介绍了涉外海事审判工作的创

新举措。

第四讲的主讲人是毛海波。民

商事案件审判中存在大量复杂、疑

难的情况，这些问题往往交织在一

起呈现在法官面前。毛海波深刻解

析了民商事审判的体系化逻辑在

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

思源于行，全新开端 法院实务专家来到上海交通大学

6 月 3 日至 5 日， “上海法

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

讲·同济大学巡讲” 活动来到同济

大学， 就相关法律前沿话题进行

交流研讨， 碰撞出横跨“理论 -

实务” 领域的思维火花。

6 月 3 日下午， 巡讲活动在

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逸夫楼一楼

报告厅正式启动。 同济大学党委

常委、 副校长许学军出席并致辞。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

任孙婧介绍了“上海法院实务专

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 项目

和巡讲专家。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

长蒋惠岭主持启动活动。

现场，林晓镍、许学军共同启

动“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

校·同济大学巡讲”活动，标志着双

方在推进院校合作、加强法治人才

培养等方面迈入全新阶段。

此次巡讲活动由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一

级高级法官林晓镍领衔首讲。 讲

座中， 林晓镍结合大量鲜活案例，

深入剖析了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与

融合。 他认为， 在案结事了理念

指引下， 同学们既要学好实体法，

也要学好程序法， 两者并重对未

来从事司法实务工作大有裨益。

第二讲的主讲人是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二级高级法官朱丹。朱丹以问题为

导向，首先回应了学生们对知识产

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可能存在的认

识误区，全面介绍了该制度的立法

情况，并结合大量司法案例，对该

制度的适用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第三讲的主讲人是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 二

级高级法官曹克睿。 他以典型案

例为切入口， 详细阐述了纠纷处

理的“定争—找法—明权—适法”

四步路径， 以及建立掌握纠纷事

实、 确定请求权基础、 固定权利

请求、 运用法律解决争议的系统

化解纷思维。

第四讲的主讲人是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肖晚祥。 肖晚祥重

点聚焦受贿罪司法适用中的疑难

问题， 围绕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新型受贿行为的界定、 索贿的认

定以及罪与非罪的划分等核心问

题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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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走进26所高校，办104场讲座
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活动首轮收官

6月3日至4日， “上海法院实

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北

京师范大学巡讲” 活动火热举行。

6月3日下午， 巡讲活动在北

京师范大学海淀校园正式启动。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

康震出席活动并致辞。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

任王理秋介绍“上海法院实务专

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 项目

和巡讲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院长梁迎修教授主持启动活动。

上海海事法院党组书记、 院

长、 一级高级法官汪彤， 上海市

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

副院长、 一级高级法官黄祥青，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二级高级法官余剑， 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二级高级法官俞巍， 作

为实务专家参加本次巡讲活动。

现场， 王理秋、 康震共同启

动“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

高校·北京师范大学站巡讲” 活

动， 进一步深度推进院校合作，

共育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此次巡讲活动由汪彤领衔首

讲。 授课中， 汪彤介绍了上海海

事审判近年来的创新机制和工作

举措， 并展望了上海海事法院更

高水平开展涉外海事审判工作的

工作方向。

第二讲的主讲人是黄祥青，他

讲解了犯罪事实认定的证据标准

和认定方法，提出构建完整闭合的

证据链条是关键所在，要善用证据

印证方法、犯罪事实推定方法。

第三讲主讲人是余剑，他围绕

“什么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 ”

“为什么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如何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三个核心

命题， 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

例，阐释了实务探索和思考。

第四讲主讲人是俞巍， 他介

绍了破产法的属性和面向， 并从

主导破产程序、 维护破产财产最

大化、 保障破产程序参与人权利、

裁断争议、 落实与协调相关政策

等方面解读了破产法院的职能。

“51 名实务专家，26 所合作

高校，104 场专题讲座，超 20000

名师生参与……首轮收官不是

终点，而是司法实务与法学教育

深度融合的新起点。 ”6 月 5 日

至 6 日，“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

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吉林大学

巡讲”活动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

启动并开讲。

自 2024 年 11 月 24 日，上

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

系列巡讲活动在武汉大学樱顶

启航以来，历时半载，跨越山河

湖海，首轮巡讲活动至北国春城

收官。

6 月 5 日上午，吉林大学巡

讲活动正式启动。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二级大

法官贾宇与吉林大学党委书记

田辉、校长张希进行工作会谈。

活动上， 吉林大学党委常

委、 常务副校长蔡立东致辞，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

治部主任王理秋宣布活动启动

并介绍系列巡讲项目情况。吉林

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志鹏主持启

动活动。

作为本次系列巡讲活动授

课的实务专家，贾宇出席活动并

作领衔首讲，上海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

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党组书

记、院长、一级高级法官席建林，上海市金山

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二级高级法官

余剑，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

理院长韩峰出席活动。 来自吉林大学的老

师、学生，以及长春中院等法院干警参加活

动并聆听授课。

蔡立东在致辞中表示，期待双方合作不

断开枝散叶，既呈现吉林大学特色，也突出

上海法院品牌，共同以优异的合作业绩为国

家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

此次吉林大学系列巡讲活动，由贾宇以

《新时期刑事司法的理念与实践》为题，作领

衔首讲。 贾宇用“问题”引出讲座主题，以问

题为导向，以数据为基础，以案例做分析，深

入浅出带来“理念”与“实践”的深刻辨析。

讲座开始前，贾宇向吉林大学赠予人民

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数字法院三部曲”———

《数字法院概论》《数字法院前沿探索与理论

构建》《数字法院场景建设指引》， 系列丛书

总结凝练了上海数字法院建设中的理论研

究成果和相关经验做法，彰显了数字改革赋

能的“上海智慧”。蔡立东为贾宇颁授吉林大

学鼎新讲座纪念牌。

首场讲座后，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

进高校系列巡讲活动在吉林大学继续开展

三次授课， 分别聚焦司法裁判方法、 诉讼

制度改革、 数字法院建设等主题， 带来司

法实务的思考与交流。

木铎金声，薪火传承 系列巡讲走进北京师范大学

“同”舟共“济”育人才 上海法院实务专家在同济大学开讲

（文 / 高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