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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举办2019年国别与区域法律论坛暨“跨文化与多元法治”学术研讨会

SISUTODAY 上外新闻

【摄影 | 】

5月11日，上外2019年国别与区域法律论坛暨“跨文化与多元法治”学术研讨会在虹口校区第二报告厅举行。校长李岩松出席并致辞。中国
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教授，上海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法学院龚柏华教授，上海市高校“东方
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郑戈教授以及上外法学院党政领导、法学专业教师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师
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等共九十余人出席了活动。法学院院长张海斌主持论坛开幕式。

李岩松校长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祝贺，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
满结束之际，上外法学院在此举办“2019 年国别与区域法律论坛学术研讨会”，对“跨文化与多元法治”这一主题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强调，随着我国对外交流不断加强，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不断增进对国别区域多元法治的了解与尊重，推进完善“一带一
路”法治保障体系建设，深化“一带一路”法治交流与国际合作，是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内涵，也是区域国别法治研究的重要阵地。他希望法
学院以“多语种＋”法学学科建设和特色法律人才培养为路径，不断凝聚国际法、外国法和比较法的研究优势，在区域和国别法治研究领域不断探
索，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以营商环境评估为主题，梳理了目前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要求和时代背景，提出迎接DB
评估的三个基点，并结合具体案例阐述了世行标准及其局限性，以及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经验。

上海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会长龚柏华教授从“共商、共建、共享”与当代国际法治的关系谈起，认为共商是前提，共建是过程，共享是结果。
在用国际法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程中,“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原则既是传统国际法原则,又是现代国际法原则。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郑戈教授对法律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一些法学家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适应其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地
方性知识当成普世价值，导致我国在实践上非常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经验，在理论上未能得到充分的提炼和总结。他认为有必要从中国
本身的发展经验来提炼出我们自己的法治理论，提炼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本届论坛共分为三个单元，分别由法学院专业教师孔凡洲、沈志韬和杜康平主持。

在第一单元“跨文化视野下的权利保障与争议解决”的专题讨论中，董积霞同学聚焦于法国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受教育权的法律救
济。李岚静同学以日本明治时期的法学教育为视角，探索对法学人才现代化培养的启示。黄映同学从越南特有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出发，分析其对
罗马法中“浪费人”制度的继受与发展。范彩云同学从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谈起，探讨监听最小化原则的司法应用。赵晶晶同学介
绍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西班牙立法中的体现与发展经验，以及对我国的借鉴之处。林倩同学通过分析法国各时期的婚姻制度，揭示法国民事婚
姻背后“平等”与“自由”价值的发展。张玄同学以特别分流程序为中心，评析了意大利刑事诉讼模式改革。陈琳同学对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我国公民参与检察权制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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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投资与风险防范”展开讨论。薛欣同学梳理了中俄边境贸易中的法律风险并提出改善建议。王武玥
同学分析了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多元化趋势。杨涵雅同学以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升级为背景分析解决投资争端的法律渊源与建
议。翟银银同学以日本预付卡监管制度为切入点探索对我国的启示。姚允涛同学对韩国物权法上的传贳权与我国的典权进行了比较研究。叶盼婷同
学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讨论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中泰实践。黄玺润同学阐述了葡萄牙法律体系对澳门地区法律制度的影响。张乐同学从日本
《大店法》的得与失谈起，探讨了我国零售业规制路径。

第三单元关于“多元法治背景下的域外法制与比较法”中，朱雪妮同学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陪审制度提出了《人民陪审员法》的完善路径。陈
思然同学基于对俄罗斯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立法模式的分析得出了借鉴意义。韩琪同学从跨境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中总结了国际经验与启
示。宋博文同学以荷兰“安乐死第一案”为例分析了安乐死合法化的现状、困境与出路。霍达同学探索了日本成年监护制度对我国成年监护立法的
启示。徐颖同学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进行评析并论述了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徐杨杨同学探讨了德国公示制度对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
的启迪。安立燕同学从伊拉克库尔德独立行为出发论证了其独立行为在国际法上得到承认的可行性。

论坛闭幕式上举行了颁奖仪式。法学院党总支书记孙宇伟出席并和专业教师代表一道，为获奖同学颁发了荣誉证书。法学院副院长谢晓河、党
总支副书记周莉、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王伟臣及专业教师代表张小红、马海蓉、沈志韬、孔凡洲、杜康平等出席了论坛，并担任分论坛主持人和
点评人。

本届国别与区域法律论坛共收到学术论文九十余篇，内容涵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荷兰、伊拉克、日本、泰国、韩国、新加
坡、越南、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及其实践。经过专题报告和专家评审，论坛共评选出论文一等奖6篇、二等奖
8篇、三等奖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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