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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法学院2005年学术活动月开幕 张文显教授主讲首场学术报告

[ 作者 ] 吉林大学新闻中心 

[ 单位 ] 吉林大学新闻中心 

[ 摘要 ] 2005年5月13日下午，东荣大厦报告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法学院2005年学术活动月开幕式暨首场学术报告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省教育厅副厅长于兴昌，省教育厅科研产业处处长戚欣，校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副校长裘式纶教授、副校长赵继教授等应邀出席开幕式

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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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5月13日下午，东荣大厦报告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法学院2005年学术活动月开幕式暨首场学术报告会在这里隆重举行。省

教育厅副厅长于兴昌，省教育厅科研产业处处长戚欣，校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副校长裘式纶教授、副校长赵继教授，学校党委宣传部、

社科处、学科办等职能部门和行政学院、外语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公共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心等学院（中心）和科研机构领导，应邀

出席开幕式典礼。  省教育厅于兴昌副厅长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法学院的教育贡献和学术地位。他说，吉林大学法学院是我国法学界的排

头兵，是法律和法学精英成长的地方，为我国法学的重建和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吉林省教育界为能够拥有吉林大学法学院这样顶尖的

法学院而感到骄傲。他认为，这次活动为全省教育界的学术组织活动开创了先河，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示范意义。学校副校长赵继教授在

致辞中指出，法学院举办的学术活动月呼应了整个学校的发展战略，对于吉林大学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学术

活动月的举办，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法学院乃至吉林大学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优秀学人的联系与交流，促进校内各学科的交流沟通乃至融

合，展示法学院学人的风采，促进广大教师和学生的研究热情，营造出更为浓厚的学术气氛，从而提高科研的整体水平。学校社科处处长

彭向刚教授则用“祝贺和感激”、“表态和支持”、“愿望和期待”表达了对这次活动的感受和评价，赢得了在场领导和师生的共鸣。  

法学院院长徐卫东教授代表全院师生致欢迎辞。他说，这次学术活动月秉承了法学院“学术立院、学术兴院”的一贯宗旨，是法学院为繁

荣法学研究而推出的“一道丰富的学术大餐”。他介绍说，这次学术活动月的主体内容包括“三个系列”：一是学术讲座系列，由当代法

学名家讲座、海外学者讲座、当代中国法制建设讲座、法学院教授讲座四个板块组成；二是学术论坛系列，包括首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

论坛、文科教师跨学科论坛、生活中的法理论坛、研究生学术沙龙、本科生学术沙龙五个部分；三是对外交流系列，派出教师参加2005年

世界法哲学大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他说，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信条：长春虽不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但吉大应该成为中国的学术前沿；吉

大的地理位置虽然边缘，但她的学术地位不应该边缘。  开幕式结束后，张文显教授做了学术活动月的首场学术报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

法治》。张文显教授首先简要概括了作为时代表征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或“网络化时代”、“权利时代”的特征和表现。

随后，从“全球化的基本方面与特征”和“应对全球化，进一步推进法制变革”两个方面，阐述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问题。他认为，

全球化表征着当今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发展趋势，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五个方

面。1978年以来，中国的法制发展经历了三次标志明显的法制变革。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法制变革是由全球化所推动的。这次变革包括

政治法律体制改革、法律体系重构、法的精神的转换、法律思维方式与法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这表明，在未来的法律发展进程中，我国法

律的现代精神、全球精神、人类文明普适精神、法律的职业共同体的职业精神等将更加鲜明，更进一步贯通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的运行机

制。张文显教授的精彩报告赢得了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  开幕式典礼和首场学术报告会由法学院副院长黄文艺教授主持，法学院师生4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和首场学术报告会。吉林日报社、吉林教育电视台、长春日报社和长春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此次活动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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