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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周江，男，1980年2月出生，法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国际公法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海洋

法、海事海商法、仲裁法，兼任广州仲裁委员会、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州国际航运仲裁院专家库成员。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级各类研究课题13项，出版专著1部，在《法商研究》、《法律科学》、《现代法学》等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及专题评论50篇。
E-mail: zhoujiang229@163.com

学习工作简历
1998年9月－2008年7月 西南政法大学学习，历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2006年7月—西南政法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2009年10月—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
2010年5月—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公法教研室主任；
2013年6月—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2014年9月—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

科研项目

（一）主持课题
1、 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一般项目：南沙群岛领海基线划定问题研究（12BFX129）；
2、 教育部2012年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南沙群岛领海基线划定方案研究（12YJA820104）；
3、 中国法学会2009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自选项目：“伙伴关系”框架下南海争端解决策略研究（CLS-D0961）；
4、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2013年委托课题：水下地形地物的法律性质与地位（20131223）；
5、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2015年委托课题：“禁止反言”在国际法上适用问题研究；
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8 批特别资助：“系统理论”下南海问题处理策略研究；
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 批面上资助（2014M551062）；
8、 重庆市教委2013年科技项目（软科学）：西部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与管理问题研究——以重庆内陆开放高地战略为背景

（KJ130101）；
9、 重庆市教委2009年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开放重庆”与西部商事仲裁中心建设问题研究（09SKC03）；
10、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青年学术创新团队计划：中国在国际法治进程中的角色定位 (XZQNCXTD2011-06)；
11 、西南政法大学2013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改革实践）：“判决书在实务型法律硕士课程中的教学设计——情景再现及法律

适用的实训”
12 、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度教学教学研究重点项目：校外示范实习基地建设研究；
13、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度教育教学研究一般项目：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途径——法学本科学生科研素养培训模式研究(

2011YB03)。
（二） 主研课题

1、 中国法学会2013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自选课题：生命科技发展的国际法规制研究（CLS(2013)D223），排名第3；
2、 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一般项目：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原理与机制研究（12CFX097）,排名第2；
3、 教育部201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机制研究（11YJC820161），排名第4；
4、 司法部2013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两岸四地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机制创新研究（13SFB3038），排名第2；
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岸四地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机制创新研究（GD13YFX02），排名第2；
6、 教育部200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国际体育仲裁研究（05JA820022），排名第3；
7、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规划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开放重庆”问题研究（2008-FX05），排名第2；
8、 中国法学会201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自选项目：中国-东盟自贸区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CLS-D1077），排名第4；
9、 西南政法大学2013年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风险社会下的国际争端解决”（XZQNCXTD2013-10），排名第2；
10、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校级重点科研项目：族际冲突的法律规控（09XZ-ZD-22）,排名第2；
11、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校级青年科研项目：专利权边界的资源再生政策研究（08XZ-QN-02），排名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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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校级青年科研项目：专利法的公共政策构造及其逻辑展开（2010-XZQN02），排名第2；

科研成果

（一）海洋法
1 、论洋中群岛的领海基线划定，《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2、对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形而上解读，《理论与现代化》2015年第3期；
3、 Manila has no locus standi in sea case, CHINADAILY,2014-12-11；
4、 菲律宾在诉前应履行的法定义务问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5、 略论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定位及理念，高之国、贾宇主编：《海洋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6、 时运渐具、时机未成：《海洋基本法》热的冷思考，《中国海商法研究》2014年第2期；
7、 Manila's move cannot resolve dispute,CHINADAILY,2014-3-31
8、 论单一划界方法在海洋划界中的实践（第二作者），《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9、 也谈南海断续线的法律性质，《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
10、论有效控制原则在南沙群岛争端中的不可适用性（第一作者），《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年第2
期；
11 、论我国南海主权主张中的“附近海域”，《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人
大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法学）》2012年第1期全文转载；
12 、论海洋划界中的岛屿效力，《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3、略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困境与应对，《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国际法学）》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
（二）仲裁法
1、常设仲裁法院仲裁规则（2012）述评，《仲裁研究》第37辑；
2、常设仲裁法院与外空活动有关之争议的任择性仲裁规则（译稿，第一译者），《仲裁研究》第35辑；
3、略论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第一作者），《仲裁研究》第33辑；
4、仲裁机构的设立问题，《人民法院报（理论与实践版）》2007-7-4；
5、论仲裁裁决撤销中的几个问题，《北京仲裁》第70辑；
6、论争中的“中国仲裁协会”，《北京仲裁》第68辑；
7、米兰仲裁院仲裁规则2010年版（译稿），《仲裁研究》第28辑；
8、仲裁裁决撤销制度若干问题析论，《仲裁研究》第21辑；
9、论国际商事仲裁庭管辖权自治原则，《仲裁研究》第18辑；
10、也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仲裁机制的完善，《仲裁研究》第16辑；
11 、刍议国际体育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下），《仲裁研究》第15辑；
12、刍议国际体育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上），《仲裁研究》第14辑；
13、也谈仲裁第三人，《仲裁研究》第10辑；
14、也谈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北京仲裁》第62辑；
15、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模式的理论反思，《北京仲裁》第60辑；
16、体育仲裁司法监督的法文化思考，《仲裁与法律》第111辑；
17、 略论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的司法监督，《仲裁与法律》第107辑；
18、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机制评议，《仲裁与法律》第90辑。
（三）国际法
1、论全球化下国际法学教育的变革，《西南国际法评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
2、 论武装冲突法中的区分原则，《现代法学》2012年第3期；
3、 论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安全问题，《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6期；
（四）冲突法
1、 冲突法理论的中国阐释——关于为何适用外国法的思考（专著），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 国际多式联运最新立法与冲突解决（第二作者），《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天下”视界下的冲突法理论论略，《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第3期；
4、“西方情结”的生成与消解——中国冲突法学术史考察，《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2年秋季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5、“法则区别说”学术史地位论略，《武大国际法评论》（第十五卷第一期），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6、“综合文本”意识下的冲突法研究进路，《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7、“冲突法理论”的第一型态——“国际礼让说”的学术史地位论略，《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法律关系本座说”论略，《民法哲学研究》第三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9、“冲突法理论”论纲，《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
10 、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问题的再思考，《法律科学》2007年第4期；
11、 论先决问题的处理方法，《江西社会科学》2007第1期。
（五）其他
1、后外贸法时代我国外贸代理制度的困境与完善，《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5期；
2、浅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中国版权》2008年第2期；
3、耦合与超越：传统知识防御保护机制探析（第二作者），《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10期；
4、判决书在知识产权法课程中的教学设计———情景再现及法律适用的实训（第二作者），《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5、学校披露学生成绩是否侵犯隐私权，《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科研获奖

1、 论文“论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安全问题”于2012年获第七届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法治论坛二等奖。
2、 论文“论重庆的竞争力发展策略——以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视角”于2011年获第五届中国重庆青年人才论坛二等奖（教育

系统）。
3、 论文“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机制评议”于2004年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中国仲裁网联合举办

“仲裁征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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