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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基本情况

1980年生，云南昆明人，法学博士。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加拿大北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荷兰蒂尔堡大学特邀访问学者。2008年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获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获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博士学位。

 

二、获奖情况

2014年获云南发展研究奖一等奖

2011年获中达环境法学位论文奖学金一等奖

2007年获中国教育工会昆明理工大学委员会先进女职工工作者称号

2006年获中国教育工会昆明理工大学委员会云岭先锋女职工称号

2004、2005年连续两年获中国教育工会昆明理工大学委员会优秀工会干部称号

 

三、科研情况

（一）课题类

曾主要参加和完成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立法项目及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课题近20项。

目前参与研究中的主要课题：

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园体制研究；

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度建设与法律保障研究；

3．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环境法中的权利类型研究；

4．云南省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完善云南生态补偿与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研究；

5．昆明理工大学人培项目：生态补偿的权利结构研究。

（二）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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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公园技术标准体系框架：云南的探索与实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合著：《中国生态补偿立法——路在前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合著：《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中国环保法治蓝皮书（1979-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此外，另参编有关教材和著作7部。

（三）论文类

1. 论环境侵权中的严格责任，北京：《京师经济法与环境资源法论丛》，2012；

2. 论环境监测制度构建中的部门职责分工，北京：《环境保护》2011（12）；

3. 环境监测制度构建中的重点与难点，北京：《环境保护》2011（8）；

4. 如何消除重金属污染，北京《世界环境》2010（2）；

5. 中国环境立法的审视与检讨，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6. 人口、农业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自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人类环境因素分析，南宁：《东南亚纵横》2009（9）；

7. 概念的确定性、环境法律的实效与学术研究取向，北京：《研究生法学》2009（3）；

8. 多国河流水电资源开发的越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评析，北京：《中国环境法治》2008；

9. “散步始末”：厦门PX和北京六里屯事件的分析，北京：《世界环境》2008（6）；

10. Key Impediments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Greater Mekong Subreigon: Human Context，GMSAR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7（2）；

11. 论环境法学博士阶段的学习目的，北京大学瑞林2009环境法学全国博士生会议论文集；

12. 多国河流水电资源开发的越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分析——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2008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国际法）论文集——国际经济

法、国际环境法分册；

13. 越境淡水水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分析，2007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4. Human Righ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第二届中法环境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2007；

15.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制框架之构建分析，第二届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发表论文，2007；

16. 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几个关键问题的再探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与环境资源法的热点问题研究——2006年全国环境资

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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