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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青年论坛启动仪式暨首期论坛在人民大学举办 

(2010-01-04 09:03:03)

作者：法学院

        12月28日，由中国法学会主办、法制日报协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共同发起的中

国法学青年论坛启动仪式暨首期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在启动仪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

书记程天权教授代表东道主中国人民大学、法制日报社党委书记兼社长贾京平代表协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院长韩大元教授代表论坛发起单位之一和首期论坛承办单位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孙国华教授代表老

一代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王利明教授代表中国法学会所属的40余家研究会、冯玉军教授代

表法学青年先后致辞，最后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教授代表实务部门、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刘飏常务

副会长代表主办方讲话。启动仪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杂志社陈桂明总编辑主持。  

        出席论坛的重要嘉宾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李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助理兼民商经济法学院院

长王卫国教授、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副所长曹俊同志、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社保司副司长彭高建博士、新华

社北京分社政文部主任李舒同志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

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河海大学法学院、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等法学院校的负责人。主办方中国法学会的办公室主任刘剑同志、研究部主任方向同志、人事部副主任刘晓鹏同

志、法律咨询中心张所菲主任，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林嘉教授、副院长胡锦光教授、副院长王

轶教授和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负责人李仕春教授等也出席了论坛。  

        刘飏常务副会长指出，中国法学青年论坛是面向全国法学青年的高规格、多学科、宽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

其宗旨在于发现、汇聚和培育青年法学人才，促进法学院校或实务部门积极扶持青年法学人才，推动法学理论和

法治实践创新。该论坛计划每一到两个月举办一期，每期均由一家法学院校或者实务部门承办。论坛将集中展示

承办单位在某一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扶持法学青年的政策和力度以及年轻团体的整体实力，同时呼吁全社会关

注法学青年的成长，帮助青年才俊更快地脱颖而出。论坛将引导青年学子形成正确的问题意识，密切关注法治实

践，为我国法治建设贡献务实创新的建设性智慧。中国法学青年论坛要聚焦中国法治实践的中热点和难点问题，

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论文征集、报告人和评论人的确定、主持人的选择上要注意学界与实务界、京内与京

外的互动交流，体现出论坛的全国性和高规格。希望承办单位扎实工作，切实保证青年参与的广泛性，营造出既

激烈交锋又平等交流的氛围。  

    

  江必新副院长在致辞时说，中国法学会主办中国法学青年论坛，通过发现汇集法学青年人才，为法学青年才

俊搭建高规格的全国性交流平台，这对于助推青年才俊更快地脱颖而出，对于推动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的创新，

对于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希望中国法学青年论坛成为催生中国著名法学家的孵化

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智囊团，成为中国法学薪火相传的加油站，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生力军的大本



营。  

    

        启动仪式结束之后，以“法治视野下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主题的首期论坛正式拉开帷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的深入和法治建设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由此产生的农村土地问题、基层治

理、农民工权益保护、农村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

展。以法治的视野来审视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出于对社会正义和公民平等的追求，同时也是为了客观理性地看

待中国法治建设身处的基本环境，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首期论坛以此为主题，具有极其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这一“胡温组

合”作了极为精彩的主旨报告。之后，经过严格评审脱颖而出的来自全国的12名优秀法学青年围绕“城乡二元与

社会正义”、“社会转型与纠纷解决”、“社会保障与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与城市化”四个专题进行报

告。  

        第一单元“城乡二元与社会正义”在主持人张志铭教授的指挥下，冯玉军教授、王锴副教授、邓建中博士分

别作了“中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问题”、“农民社会权的平等保护”、“切实有序推动农民平等选举权的

实现”的报告，沈岿教授、林来梵教授和屠振宇博士分别对前者进行一对一的评论。第二单元“社会转型与纠纷

解决”由范愉教授主持。李奋飞、姚海放、陈杭平三位才俊就“认真对待派出所的纠纷解决”、“农村物权纠纷

解决中国家法的作用”、“建国以来的城乡关系和民事司法”各抒己见，侯猛、肖建国、李学尧的评论则是收放

自如，全面深刻。第三单元“社会保障与城乡一体化”在黎建飞教授的推波助澜下进入佳境。俞飞、喜佳、吴文

芳就“穿越历史三峡，解开转型之结”、“从身份到契约——农民工劳动权的一元法律保护”、“劳动立法的发

展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评估”发表高见。叶名怡、杨飞、彭高建的评论从容不迫，连施妙箭。第四单元的主题

是“农村土地与城市化”。主持人王卫国教授称“土地问题”为法学研究中那颗皇冠上的明珠，人人都想得到，

但很难。高圣平、黄忠、杨峻峰三位青年对“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土地制度：困境与出路”、“重庆地票交易制度

的再思考”、“我国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制度”纲目并举。王轶、马特、柳经纬的评论则是各显神通，各有千

秋。  

         四个回合过后，即开始了短暂的闭幕式暨论坛标志交接仪式。中国法学青年论坛组委会秘书长李仕春教授代

表论坛组委会和另一发起单位、承办单位——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奋战数月的全体同事主持了本项议程。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教授作了极为厚重的总结发言：中国法学青年论坛意义重大。举办这个论坛是中

国法学和法治处在转折点的关头，为推出中国法学界的年轻一代，为促进年轻法学人、法律人相互切磋、彼此交

流，共同推动中国法学事业的平台。大家的发言体现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真正的把握了法治的视角，凸现了法学

的特色。二是关注中国实际，有明显的问题意识。三是基本体现了建构主义的立场，积极地为国家、社会、人民

的福祉提出我们合理化的建议。四是确实年轻可畏。希望法学青年进一步锻造扎实的法学功底；有宽广的世界视

野；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尽可能多的了解中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继续学习，敢于继承，勇于超越。  

        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副所长曹俊同志受论坛组委会的委托，宣布第2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的承办单位为中国

政法大学。韩大元院长代表首期论坛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第2期论坛承办单位代表中国政法大学科

研处处长柳经纬教授举行了论坛标志交接仪式。第二期的主题是：“法律传统、法律移植与法律输出——全球化

浪潮中的中国法治之路”，时间定为2010年4月初。  



        （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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