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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米健教授加盟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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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我校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我院积极在珠海校区布局，目前

已经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下设立法治发展研究中心，并同时在

珠海校区开展法律硕士、博士以及二学位的人才培养工作，目前在校生

已有200余人。为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学术科研水平和核心竞争

力，经领导班子讨论通过并报学校批准，我院暨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

究院法治发展研究中心正式全职引进著名学者米健教授担任特聘教授。

米健教授在比较法学、罗马法、民法、德国法、欧盟法、澳门法等领

域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十余部优秀作品，亲自

翻译作品五部，主持大型翻译项目两个，在法学界享有盛誉。米健教授

于1984年结束了厦门大学的学习生活，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8

年，米健教授获国家教委奖学金前往联邦德国汉堡马普外国法与国际私

法研究所进修，先后于德国多所大学讲学。其后受国家委派作为中国法

律专家全面参与澳门政府法律本地化工作。1997年，米健教授以洪堡学

者身份再次到德国进行专题研究，在中国法学界有巨大影响力的《当代

德国法学名著》大型翻译项目得以酝酿、诞生，二十余年来总计翻译出

版40余部法学经典著作。2002年，在学校支持下创立中德法学院，迄今

已为我国培养了数百名涉外高端法律人才。2005年获颁德国大使馆第一

届德中友谊奖。2009年在学校支持下创立比较法学研究院，该院在培养

国际化人才方面成就卓著。其后又创立《德国法学名家名篇》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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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后在澳门政府工作，先后担任澳门政府政策研究室首席顾问、主

任、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2009年米健教授获颁德国弗莱堡大学名誉法学博士，这是对米健教授

在学术和中德法学交流领域所做贡献的最高肯定。米健教授的加盟，对

于助力我校法学院和珠海校区法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意义。

我院也将借此进一步全面推动珠海校区法学学科的建设，为学校双一流

建设添砖加瓦，为法治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附米健教授简历：

米健（米也天），1957年6月出生于甘肃兰州。中国政法大学退休教

授（二级），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名誉法学博士。曾任中国政法大

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欧盟法研究中心主任、《比较法研究》主编、

《中国法学文档》主编、中德法学院院长、比较法学研究院院长、澳门

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青海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澳门政府政策研究室

首席顾问、主任、政策研究与区域发展局局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

会副会长。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比较法学、罗马法、民法、德国法、欧

盟法和澳门法。

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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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2考入厦门大学法律系学习，1984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主要工作经历：

1984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执教，1986年破格晋升为讲师，1992年破格

晋升为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18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准提

前退休

1988-1989年作为访问学者在德国汉堡马普外国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

进修

1991-1995年受司法部、国家教委联合派遣，作为中国法律专家参与

澳门政府法律本地化工作

1998-1999年作为德国洪堡奖学金获得者在波恩大学进行科研工作

2001年作为中组部西部开发博士服务团成员担任青海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党组成员

2002年创立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任院长

2006.10-2007.04 应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邀请，受教育部汉办派遣，任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首任讲席教授

2007-2009 任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

2009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首任院长，同时兼任中国政

法大学欧盟法研究中心主任、《比较法研究》主编、《中国法学文档》

主编

2010-2020年在澳门政府工作，先后担任澳门政府政策研究室首席顾

问、主任、政策研究与区域发展局局长

主要著作：

《罗马法基础》（与江平教授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5）

《澳门法律》（主要作者，统稿，澳门基金会，1994）

《澳门民商法》（个人专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澳门法制与大陆法系》（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比较法学导论》（个人专著，2012）

《欧洲单一市场》（作者和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欧盟与欧洲一体化》（主编，法律出版社，2009年）

《欧洲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主编、法律出版社，2009）

《法以载道》（个人著作，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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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发展中的法治利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主要学术论文：

《公害的民事责任》，《法学研究》1984年第3期

《现代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探索》，《法学研究》1985年第5期

《推定过失的比较观》，《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

《论现阶段我国城市的相邻关系》，《政法论坛》1986年第2期

《试析民法通则>的民事责任》，《政法论坛》1986年第4期

《论所有权之相对性》，《政法论坛》1990年第1期

《再论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看澳门法制的未来》，《法学家》

1994年第5期

《A Traducao Continental e a sua relacao com os sistemas do

Continentte Taiwan e Macau》（当代中国法制度和民法传统），

Administracao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杂志1995年第2期

《澳门香港法律过渡问题的同异及其相应政策》，《中外法学》1995

年第3期

《L’ordinamento giuridico di Macao:澳门司法制度》，Jovene

Editore Napoli（拿波里，意大利）1996年第24期

《关于“公平”归责原则的思考》，《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从人的本质看法的本质》，《法律科学》1997年第1期

《罗马普通法和罗马法对欧洲联盟法院的影响》（译文），《外国法

译评》1998年第1期

《Desafios perante o systema legal de Macau sob o principio

de „um pais, dois systemas“》(“一国两制下澳门法律制度面临的挑

战”)，Administracao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杂志1999年第4期

《用益权的实质及其现实思考》，《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

《从比较法到共同法》，《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

《现今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借鉴德国民法典的几点思考》，《政法论

坛》2000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3期

《物权抽象原则的法理探源与现实斟酌》，《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

2期

《典权制度的比较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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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家中的法官角色》，《法制日报》2001年1月23日

《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法律文化――读何意志近著中国法律文化

概要>》，《法学家》2001年第5期

《加入世贸与司法独立—中国入世后司法必须独立的八大要因》，

《法制日报》2002年5月10日

《司法独立的制度要素与保障》，《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17日

《国家司法考试与法官职业阶层》，《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2期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看物权变动原则的司法创制》，《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7

期

《物权变动原则的司法创制》，《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23日，

《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7期

《Chinese Legal Kultur, In a Western Scholar’s Eyes》(中国

法律文化)，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Kluwwer Law

International

《澳门本土法学与澳门本土法律者（上、下）》，《澳门日报》，

2003年6月1日；2003年6月15日

《 Zu einigen Probleme der gegenwaertigen Reform des

chinesischen Zivilrechts 》 ， Zeitschrift fuer Chinesisches

Recht, 2/2003

《意思表示分析》，《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法律交易论》，《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比较法学与世界法律文化》，《法学》2004年第10期

《认真对待义务》，《法制日报》2004年1月15日

《无序中的有序，唯利中的唯理》，《律师文摘》2005年第5期

《人格权不宜独立成编》，《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1期

《罗马法以来侵权行为法规则原则的变化发展》，《月旦民商法》

2005年第2期

《论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两元制定式》，《月旦民商法》2005年第9

期

《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之命运》，《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

《“法官断层”的问题与出路》，《法制日报》2005年7月13日

《法律翻译的现状与问题》，《法制日报》200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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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先例”非彼先例》，《人民法院报》2005年12月

《最后的沦丧》，《法学家茶座》2005年第8辑

《 Comparative Law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egal

System》，Peter Lang Verlag，2005，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Bruxells New York Oxford Wien

《审委会改革路在何方》，《法制日报》2006年3月23日

《法学方法论在中国的缺失》，《中德法学学术论文集》第二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什么样的文化伴随中国崛起》，《法学家茶座》2007年第17辑

《Deutsches Recht in China seit der Politik der Reform und

Oeffnung》，Zeitschrift fuer Chinesisches Recht, 2/2007

《意思表示分析（Analysis of Declaration of Intent）》，《判

例与研究》2007年第3期，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高等教育出版

社，Springer 6/2007

《司法创制对欧洲一体化的推动》，《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

《比较法·共同法·世界主义》，《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

《法律文化交往与文化主体意识》，《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

《国有土地使用权续期问题的若干思考》，《人民法院报》2016年8

月17日

主要译著：

《比较法总论》（合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民法大全学说汇纂-第七卷-用益权》（法律出版社，1999）

《法学导论》（译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法律出版社

2012、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2017）

《后现代法哲学》（译者，法律出版社，2000）

《社会主义文化论》（译者，法律出版社，2006）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主编，1998-至今）

《德国法学名家名篇》（丛书，主编，2018-至今）

主要国际学术交流：

曾先后多次往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和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以德

文、意大利文、英文和日文发表学术文章和举办学术报告。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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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2007．04，受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邀请，经教育部汉办派遣，任德国法兰

克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首任讲席教授。

曾任社会兼职：

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

天津市政协委员、珠海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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