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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理律杯赛前研讨会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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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2日，第十七届“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赛前研讨会于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楼顺利召开。该赛事是

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台湾理律文教基金会协办；已在我院举办了16届比赛，今年将举行第十七届比赛；已成为我国最

具权威性的高校模拟法庭比赛，每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0支代表队前来同场竞技。台湾理律法律事务所所长李念祖律师、

台湾理律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李永芬女士、特别助理陈彦廷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许身健教授、清华大学法

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理律杯组委会主任王晨光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晨颖出席研讨会并发

表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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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40所理律杯参赛院校的指导教师和学生领队，在王晨光教授的主持下，围绕着理律杯的日

程、赛制、规模、赛题背景介绍等重大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与对话。王晨光教授、李念祖先生、李永芳女士、许

身健教授、申卫星院长先后致辞。

    申卫星院长在致辞中首先对台湾理律李念祖律师、李永芬女士、理律杯组委会负责人王晨光教授、张晨颖教授以及

各参赛队伍表示感谢，并指出，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与法学教育之间存在着互相补充的密切关联，同时也对理律杯模拟法

庭竞赛致以真诚的祝福，希望理律杯在现有基础上能够再接再厉，为中国的法科学子提供越来越好的成长环境与条件。

    王晨光教授对到场的各位嘉宾、参赛老师以及学生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理律杯模拟法庭希望达到的目标、近年来

的发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并对与会人士一直以来的支持深表谢意。

    李念祖律师高度评价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十七年来在理律杯模拟法庭上投入的精力与取得的成就，并希望所有的参赛

队员都能够在理律杯的比赛中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与成长。

    李永芬女士介绍了理律杯模拟法庭在台湾举办的基本情况，并与大陆的模拟法庭比赛进行了对比，指出模拟法庭的

最大意义在于培养学生对于身边法律问题的关注和对基本正义的追求。

    许身健教授作为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模拟法庭教学专业委员会的专家，结合自身知识与丰富经验，提出法学教育应

当通过实践教学给法律人以职业伦理、职业技能的培养，并对模拟法庭比赛中赛题的选择提出了重要建议。

在随后的研讨环节，王晨光老师就赛事时间、赛制规模等重要事项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张晨颖老师向与会人士介

绍了第十七届赛题的基本方向和思路，并以对实践中重大且新颖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并希望各参赛院校的同学不仅能

够就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分析，而且能够深入探讨现实社会框架内的法律运行和立法价值问题，通过个案

探究法的深层原理和内涵。

    与会的各参赛院校指导老师和领队也积极参加讨论，不仅介绍各自的经验，而且对理律杯赛事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

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所有参会者都融入了研讨会的讨论，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深入。

    当日下午五点半，赛前研讨会圆满结束，各位来宾发表的意见和建议对于理律杯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各参赛院

校的参与和支持下，理律杯才能顺利走进第十七个年头。此次会议将有力推动“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更上层

楼，为我国法学教育发展和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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