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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占荣

学历:研究生

学位:法学博士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职务与兼职: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会长

                          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特约研究员）、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

代表性成果:

代表性课题：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增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认同的法治保障机制研究》。

2.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回应机制研究》，免鉴定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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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宪法的民族观及其中国意义研究》，结题优秀。

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法治要素研究》。

5.主持完成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法实施机制研究》，结题良好。

6.主持完成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重大招标项目《法治新常态下我省“三改一拆”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实证研究》。

7.主持完成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重大舆情调研专项课题《我省“三改一拆”工作中行政管理相对人舆情调查及应对策略》。

8.主持完成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对策类课题《浙江省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对策建议》。

9.主持完成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我国区域规划实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10.主持完成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长三角课题《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实施法治保障体系研究》。

代表性采纳：

1.《台州市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条例（草案）》合法性审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采纳。

2.《绍兴古城保护利用条例（草案）》合法性审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采纳。

3.《湖州市南明湖保护管理条例》合法性审查意见，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采纳。

4.《我省“三改一拆”工作中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舆情调查》，浙江省委宣传部采纳。

5.《<浙江省建筑节能管理办法>立法后评估》, 浙江省政府法制办采纳。

代表性批示：

1.加强法治保障，推进我省数字政府“整体智治”，获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同志批示。

2.关于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分别写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建议，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同志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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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将国家总任务写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建议，获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同志批示。

4.关于修改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指导思想的建议，获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同志批示。

5.关于将“中华民族”写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建议，获国家民委副主任石玉钢同志批示。

6.关于加强党的领导推进“法治温州”建设的建议，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同志批示。

7.关于《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的修改建议，获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姒健敏同志批示。

8.关于及时制定《浙江省人民政府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程序规定》的建议，获浙江省省长李强同志批示。

9.关于及时修订《浙江省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建议，获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茅临生同志批示。

10.关于我省海洋经济法治建设的若干建议，获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同志批示。

11.关于《浙江省学前教育条例》（草案）的修改建议，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姒健敏同志批示。

12.关于对《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草案）进行修改的建议，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姒健敏同志批示。

13.《浙江省防御洪涝台灾害人员避险转移办法》立法后评, 浙江省副省长黄旭明同志批示。

14.《关于培养双语检察官保障少数民族诉讼权利的建议》，第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同志批示。

15.《加强我省反食品浪费法制建设的对策建议》，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同志批示。

代表性学术著作：

1.《宪法的民族观及其中国意义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2.《宪法的观念世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民族经济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009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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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代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反思整合与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社会经济的法律规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法治新常态下浙江省三改一拆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实证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代表性论文

1.中华民族的法治意义，《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

2.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属性的宪法意义，《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3.论民族经济法学经济分析方法的必然性，《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4.宪法的民族观——兼论“中华民族”入宪，《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发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5.论“中华民族”入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发表，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6.经济法社会性背景的法理学考察——兼论德国经济法的社会市场经济背景，《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

7.征税权之法理研究，《税务研究》2008年第12期。

8.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理论纲，《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

9.国有企业的经济法律含义及其兼并的法律性质探讨，《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全文转载。

10.论民族问题的法律属性及法治化的必然性，《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1.“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原则回应——以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为视角，《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2.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9期。

13.“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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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机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5.民族平等的宪法表述，《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16.论主权民族在“族裔异质国家”的构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7.宪法反映的两种世界观及其可能的发展路向，《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

18.少数民族人权发展的法理解析，《浙江学刊》2008年第4期。

19.论主权间性——基于多民族国家法理学范式的分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7年第1卷。

20.人权真相再甄别，《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

21.论政治文明与经济法——一种基于理念的解释，《河北法学》2006年第9期。

22.坎坷半生铸辉煌——著名法学家李龙先生学术思想纪要，《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代表性科研获奖：

1.论文《中国多民族国家属性的宪法意义》，2019年11月获浙江省第二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一作者。

2.著作《宪法的民族观及其中国意义》，2018年10月获国家民族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一作者。

3.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反思整合与发展》，2009年1月获浙江省社科联第二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理论研究类三等奖，第一作者。

4.系列论文《论“中华民族”入宪》、《宪法的民族观：兼论“中华民族”入宪》，2009年11月获浙江省法学会2004年—2009年优秀法学成果奖（未分级），独立作者。

5.《论主权间性：基于多民族国家法理学范式的研究》，2009年12月获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独立作者。

6.《民族经济法研究》，2004年12月获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独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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