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朱非

6 月 30 日， 清华大学法

学院党政班子换届宣布会召

开。 会上宣布崔国斌教授担任

法学院院长。

据悉， 崔国斌教授为清华

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知识

产权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

域为知识产权法、 竞争法、 财

产法、 网络法等， 兼任全国知

识产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知识产权

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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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本市部分法学院院长的毕业典礼致辞摘编

在变化的世界中找寻自我的内在定力
  又是一年毕业季， 本市各

法学院校的毕业典礼陆续举

行。 值此临别之际， 各法学院

院长以饱含法治信仰与人文关

怀的致辞， 为毕业生送上最真

挚的祝福。

让自己成为风浪中

安定、 镇静的“锚”

杜宇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

长）：

与各位一样， 我常常困

惑， 路在何方？ 或许答案是：

让自己成为“锚” ———一只在

风浪滚滚时安定、 镇静的锚。

在复旦， 能给予你的最重

要的馈赠与最深沉的教诲， 就

是鼓励你、 引导你、 推动你，

向自己的心灵深处去找寻和淬

炼那份岿然不动的内生定

力———它比简历更厚重， 它比

文凭更持久。

而这一追求， 其实并不外

在于我们的法学滋养。 法学，

这门你们积累多年的知识与学

问， 其真谛恰在于此———历经

世事变迁、 沧海桑田， 却依然

安定、 从容地锚定着人类文明

的核心价值： 公平、 正义与秩

序。

面对世界的百年变局与中

国的社会变迁， 规则迭代是常

态。 而法学赋予你们的， 是在

变化中看到不变， 在乘风中守

正为安。 对个体尊严的尊重、

对社会正义的捍卫、 对良善价

值的持守， 这些法的精神， 正

构成变动社会中不变的“锚”。

所以， 我才会在这里祝福

你们， 愿你们能在这世界的晃

动中， 不仅寻得自己的“心

锚”， 更能使其生长为安身立

命的根基———那份源生于复

旦、 淬炼于法学的内在定力。

“法治效果图 ”

VS“法治实景”

蒋惠岭 （同济大学法学院

院长）：

法治的“效果图” 是什

么？ 就是为学生提供充实系统

的知识体系， 形成坚不可摧的

思维链条， 搭建完整全面的能

力框架。

什么是“法治实景”？ 简

单说来， 就是一个有温度、 湿

度、 维度、 烈度、 浓度、 亮

度、 精度、 难度的现实法治场

景。

如何发挥效果图的作用，

又如何能自如地驾驭实景？ 这

里只作四点提示：

首先， 勇敢面对实景。 要

大胆、 开放地去感知它的温

度、 湿度， 感知它的轻重、 深

浅， 不害怕， 不逃避， 让它激

发你的智慧， 启动你的思考。

这样， 出路便会展现在你的面

前。

第二， 学而时习“法治效

果图”。 这是你从学校里带走

的最重要的法宝。 “法治实

景” 展现的是一个复杂的国家

治理工程， 一张“法治效果

图” 是非常有用的。

第三， 继续强化效果图与

实景之间的互动性。 将目光流

转于实景与效果图之间， 剖析

结构， 发现关联， 由表及里，

去伪存真。 学会用效果图中所

蕴含的原理去匹配、 引导、 适

应法治实景中的各项征候， 自

然而然地也就得到相应的结

论。

第四， 是理论的进阶、 思

想的升华、 能力的成长、 心智

的成熟、 思维的缜密， 以及你

与社会主义法治之间再也难以

割断的情缘。

塑造不可替代性至

关重要

林彦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

院院长）：

在告别标准化考试和

GPA 竞争之后， 该如何开启

一段新的旅程？ 想必大家也一

直在苦苦求索。 在我看来， 如

何塑造不可替代性至关重要。

所谓不可替代性， 并非故弄玄

虚、 标新立异， 或者特立独

行， 而是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独

特性。

不可替代性尽管难觅， 但它

其实潜藏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它

可以是体贴、 是敦厚、 是豁达、

是无私、 是勤勉、 是韧劲、 是远

见； 也可以是见微知著、 是举重

若轻、 是敢为人先、 是雷厉风

行、 是处乱不惊、 是百折不挠

……

当然， 不可替代性更可能是

多种品行和能力化学反应后的全

新组合。 这些可贵的品行和能力

还需要持久的历练才能逐渐沉

淀、 进化， 并最终发挥其独特的

价值。

此外， 不可替代性也还需要

适合其展示的舞台。 因此， 我们

既要努力摆脱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困局， 更要积极寻求适合发挥不

可替代性的天地。 作为千里马，

大家要主动且不失时机地去寻找

伯乐、 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跑

道！

（内容有删减， 标题略有调整）

朱非 整理

第十三届浦江民事诉讼法论坛综述

共议民诉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构建

□ 记者 朱非

近日， 由华东政法大学民

事诉讼法学科主办的第十三届

浦江民事诉讼法论坛“中国民

事诉讼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

建” 举行。 与会学者围绕民诉

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构建展开

研讨。

亟需突破传统民事

诉讼理论框架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王福华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民

诉自主知识之民事公益诉讼判

决的既判力》 的报告。 他认

为， 公益诉讼作为中国自主知

识体系的典型实践， 其中包含

了“如何划清社会公共利益”

“如何明确预决效” 等复杂问

题， 亟需突破传统民事诉讼理

论框架， 构建本土知识话语体

系， 平衡政治逻辑与司法逻

辑、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 同

时不能忽略对域外司法文明的

借鉴与学习。

比较法学是民事程

序法学主要发展路径

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厚省教

授发言的题目为《民诉法学自

主性知识体系中的程序法学方

法论》。 他认为， 比较法学是

我国当代民事程序法学主要发

展路径。 构建本土的民事诉讼

法学知识体系， 可依托不断充

实的本土法学研究资源与研究

方法， 形成面向本土实践的自

主知识生产模式， 完成理论观

点的体系化建构。 除程序与实

体结合路径外， 法社会学等路

径尚处边缘， 未来可从不同维

度、 不同层面生产民事诉讼法

学自主知识体系， 并需要避免

陷入发表导向型的研究路径。

开展有组织的科研

活动并加强学术评论

上海政法学院陈洪杰教授

以 《从“谁是我” 到“我是

谁”： 民诉法学科知识自主性

的主体性维度》 为题作报告。

他深入剖析了现实中学术共同

体面临的困境， 如民诉法等小

学科学术发表困难重重， 知识

生产的意义被符号所支配等。

针对这些困境， 他提出学术共

同体自我关怀路径， 建议开展

有组织的科研活动， 加强学术

评论， 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知识

体系回溯的生产方式， 从而推

动学科的健康发展。

深化公共法律服务

建设破解民诉难题

华东政法大学公共法律服

务学院杨凯教授作了题为《中

国民事诉讼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的公共法律服务实践进

路———以民事司法程序现代化

问题研究为视角》 的报告。 他

认为， 民事司法程序现代化面

临诸多现实难题， 如民事司法

立案程序、 审前准备程序等问

题， 需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来

破解。 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 是破解上述难题的最优

实践路径， 也是运用比较法和

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建构中国

民事诉讼法自主知识体系的司

法实践路径。

平衡法院调解的职

权性与当事人处分权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刘加

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 《基本原

理的危机与调适： 以先行调解

和诉的利益为观察对象》。 他

认为， 根据最新规定， 当前须

在登记立案后方可启动调解程

序， 取消了“诉前调” 的称

谓， 这一变化标志着调解场景

从“立案门外” 彻底转向“诉

讼门内”。 此外， 应当深入思

考法院组织调解的职权性与当

事人处分权之间的平衡问题。

最后， 他强调基本原理对实践

现象的解释与反思功能， 认为

若基本原理不明确， 会影响司

法实践的一致性与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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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非

6 月 27 日， 由上海财经

大学法学院、 上海市法学会劳

动法研究会主办的“跨境劳动

的法律挑战与治理” 专题研讨

会在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举

办。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吴文

芳教授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动与

劳动法律协同发展的趋势， 以

及我国对完善外籍劳动者就业

管理制度与法律体系的迫切需

求。 同时， 她就其主持的人社

部 2025 年重大课题 《外国人

来华工作劳动法律问题研究》

作汇报。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朱晓喆教授表示， 从长期来

看， 中资企业出海规模较大且

呈现增长趋势， 如何保障劳动

者的权益并促进跨境用工的有

序发展， 是学界和实务界共同

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全兴表示， 在劳动法学科意

义上， “涉外” 已成为普适研

究视角， 跨境劳动用工场景将

催生新的特殊规制需求， 为学

术研究提供可长期探索的空

间。

本次会议设置 4 个分论

坛， 与会专家分享实务经验和

最新研究成果， 凝练中国企业

用工“走出去” 及外籍人才来

华就业的主要问题和治理思

路， 为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良性

互动提供“中国方案”。

关注跨境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第一届涉外社会法治论坛

崔国斌教授
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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