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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际法师生论坛：中美关系的国际法维度”研讨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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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至20日，“2021年国际法师生论坛：中美关系的国际法维度”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本次

研讨会由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由来自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廖诗评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的蔡从燕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的鲁广锦教

授、何志鹏教授、王彦志教授和姚莹副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黄志雄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的赵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国际法研究所的柳华文教授，以及吉林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

学院、厦门大学法学院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参加本次研讨会。各位师生深

切关注中国国际法的重大问题、前沿问题，并以习近平主席法治思想为指导，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国

际法学应如何走向世界。

吉林大学法学院何志鹏教授主持了主旨发言环节。柳华文教授从人权法视角分析了中美法律

战，并指出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黄志雄教授

梳理了中美网络关系的国际法维度和演进脉络，并分析了其中的国际法焦点问题。廖诗评教授从共

同体与个体、法律与政治、善意与恶意三个视角，阐释了中美法律战的形成思路与实践。蔡从燕教

授从自由主义国际法和威权国际法两个维度，分析了国际实力格局变迁背景下，美国国际法学知识

谱系的发展。赵骏教授讲述了国际法创新的中国模式定位、思维与路径，从历史、现实和发展三个

维度对国际法的功能进行了解读。最后，何志鹏教授讲述了中美在国际法观上的异同，就双方在国

际法体系、国际法运行、国际法发展和国际法作用几个方面的认知差异进行了解读，并进一步分析

了导致这些差异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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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是国际法与国内事务的碰撞，由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魏晓旭主持。浙江大学光华

法学院顾天杰、厦门大学法学院刘捷、武汉大学法学院孙芸芸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周萌四位同学，分

别就法律战中的国内法、跨国行政执法的类型转化、主权视角下网络间谍活动的国际法规则、以及

投资便利化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因应几个方面进行了学术发言，并由赵骏教授进行评议。赵骏教授在

肯定了各位同学论文内容详实的基础上，也提出了文章写作选题大小要适宜的建议，提醒同学们论

文研究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能为实践献策。

专题二是国际法基础与研究探索，由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应瑶慧主持。浙江大学光华法

学院娄琳、武汉大学法学院彭坤、吉林大学法学院王艺曌和吉林大学法学院魏晓旭四名同学，分别

就中西国际法研究的通约与差异、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国际法正义标准和马克思主义对国

际法发展的启示几个方面进行了学术汇报。蔡从燕教授和王彦志教授分别对几位同学的发言进行了

评议。两位教授针对几位同学的论文，从选题到结构、从学术意义到研究方法，都逐一指出了问题

并给予了相应建议。蔡从燕教授建议同学们在论文选题方面要聚焦，要避免文章选题过大带来的风

险。王彦志教授则建议同学们，写论文时语言表达要精准，观点提炼要直观简洁。



专题三是国际法渊源的发展，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国伟主持。吉林大学法学院

耿斯文、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孟令浩、吉林大学法学院申天娇和武汉大学法学院应瑶慧四位同学，

分别就国际软法在国际人道法中的必要性、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软法

何以被遵行、以及网络空间国际造法的理论与实践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学术汇报。黄志雄教授作为本

专题的评议教授指出，要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加入比较的视角，要写读者友好型文章，并重点为同学

们传授了论文摘要的写作方法。



专题四是国际法中的人权因素，由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昕主持。吉林大学法学院鲍墨

尔根、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陈卓尔、武汉大学法学院韦欣妤和吉林大学法学院赵健舟四名同学，分

别就紧急状态背景下的出行权问题、母国域外人权义务、国家情报机构信息行动的国际法规制、以

及冷战视角下的政治化人权叙事几个方面进行了观点阐述，柳华文教授对几位同学的论文汇报进行

了评议。柳华文教授在肯定了几位同学选题的基础上，提示同学们论文的注释体例要规范，要在国

际法律规则框架下分析问题。

专题五是国际法规则的构建，由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鲍墨尔根主持。武汉大学法学院邓

炜钰、武汉大学法学院史岱汶、吉林大学法学院王韵涵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张昕四名同学，分别就反

措施的相称性原则在网络攻击中的适用、数据主权的国际法博弈、自主武器系统对国际人道法的挑

战、以及国际环境立法趋势几个方面进行了学术汇报。作为本专题的评议教授，廖诗评教授建议同

学们写作时要选择第一手资料文献，尽量避免引用二手文献，而且要多读、精读相关的国际法案

例。



专题六是国际法主体间的张力，由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捷主持。武汉大学法学院梁蕾

庭、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刘国伟、武汉大学法学院刘钰祺和厦门大学法学院王一斐四名同学，分别

就习惯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国际法视野下的伙伴关系、不干涉内政原则在网络空间的适用、

以及国际法院中的反诉管辖权几个问题进行了观点阐述，本专题由何志鹏教授进行评议。何志鹏教

授从听、说、读、写四个维度，为同学们分享了提升论文写作的技巧，指出最开始写作时要按照最

简单的论文结构书写，不要把论文写得太复杂，要像一束光，虽然简单但却能照亮别人。

经过2天的研讨，论坛进入到闭幕式环节。吉林大学法学院鲁广锦教授，对研讨会进行了点

评。鲁广锦教授认为，大家探讨的问题都很有现实意义，善于同国家的发展实践相结合。这种师生

论坛的学术交流形式，为当今中国的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帮助。同学们深耕细作、各尽所能，老师

们的学术点评也十分到位。每位老师都悉心地为同学们指出了文章中有待改进和提高之处，这种学

风、精神和态度都很让人欣慰。



最后，何志鹏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何志鹏教授指出，首先在这次会上看到了同学们的

精气神和冲劲，并期待大家在下一届论坛上能有更精彩的表现；其次，感受到了大家在学术上的谦

和与积极沟通的心态；最后，感谢鲁广锦教授的精彩指导，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对本次会议的支

持，并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各位在自己事业上的责任感，中国的国际法事业才能不断的发展与进步。

作为会议的主办方，我院对此次国际法师生论坛高度重视，全院上下同心协力，多位老师和学

生志愿者连续多日尽职尽责地奋战在各项会务筹备工作中。大家的辛勤付出得到了与会嘉宾的一致

肯定，为本次国际法师生论坛的顺利召开贡献了重要力量。

 

下一篇：我院任喜荣教授参加国际宪法学会学术圆桌会议“宪法认同：宪治的普遍性与国家宪法传统”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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