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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

一、人才培养工作和成效

（一）人才培养基本情况

2020 年度，中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培育“德才兼备、领袖气质、

家国情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端法律人才为目标稳步有序开展各项实验教学

工作，致力于培养具有优秀思辨能力、法律运用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的复合式应用性法

律人才。

本年度中心面向法学、法医学等专业的学生开设了模拟刑事诉讼、社会治安系统工

程专题、法律谈判、法律诊所、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等实验课程，选课 1400 人次以

上，实验教学人时数超过 439281 人时，教学效果良好。此外，中心在法医系开设了“基

于命案现场的法医学技能训练虚拟仿真实验”，有 10 位教师和相关学生参与。中心原有

的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一流课程等也在继续发挥辅助实验教学的作用。

（二）人才培养成效评价

2020 年度，中心采取多种培养方式，充分发挥多家实验（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

注重校内外资源整合，多学科师资力量协同，研教融合，实现了多学科融合与优势互补，

提高了学生实务操作能力和法学专业综合素养。

受疫情影响，国内及国际竞赛数量有所减少，中心依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及国

际性比赛 2 场并取得佳绩。中心学生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大陆地区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

法庭竞赛亚军及决赛最佳辩手，并获得代表大陆地区参加亚太地区高校间红十字会国际

人道模拟法庭竞赛资格。此外，中心学生参加第十八届全国“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

进入全国前 16 强。



中山大学新闻网对中心学生在第十四届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中获奖的报道

第十四届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证书

“理律杯”线上比赛现场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学生综合素养明显增强，出席学术会议 75 人次，发表论文 33

篇，参与课题项目 15 项，获得专利 1项，参加各类学术活动获得校级以上（不含校级）



表彰 18 项。

在毕业生深造及就业方面，2020 届毕业生前往境内外知名高校深造的达 54.76%；此

外，就业的毕业生主要去向为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构、大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外

资企业、高端律师事务所等，用户满意度评价逐年上升。我校法学学科在英国 QS 全球法

学学科的排名逐年上升，从 2017 年的 251-300 位上升至 2020 年 151-200 位，位列我国

大陆地区法学院校的第 9。

二、人才队伍建设

（一）队伍建设基本情况

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现设中心主任 1名，副主任 3名，办公室主任 1 名，固定教

师共 75 名，兼职人员 4 名，流动人员 16 名。

（二）队伍建设举措

在人才引进方面，“十三五”期间中心积极引进人才补充到中心的师资队伍。本年

度，中心固定教师新增27人，总人数在 75人。除原有专兼职教师外，中心还邀请8位教

授学者为本科生开设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务课程，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此外，来

自广东警官学院、广东开放大学等高校的教师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

法院等法律实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被聘为中心实验教师，共同助力实验教学工作。

（三）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的成绩

2020 年度，中心注重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中心教师所主持的《刑

事诉讼法》《海商法》课程分别获得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详

见教学改革部分内容），法律诊所教育再创佳绩，中心教师获多项奖励。

1.法律诊所教育再创佳绩

在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 20 周年评奖活动中，中山大学法律诊所荣获全国示范法律诊

所奖，罗剑雯教授获全国诊所教育突出贡献奖，杨鸿教授、王承志副教授获全国优秀法

律诊所教师奖，潘炫明助理教授获全国诊所教师新秀奖。



法律诊所荣誉证书

2.中心董淳锷副教授荣获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第一名

本校教务部于10月份启动了2020年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经院系初赛和推荐、

复赛选拔、决赛评比，中心教师董淳锷副教授在 102 位教师的竞争中荣获文科组第一名。

文科组一等奖获得者法学院董淳锷老师竞赛风采

3.中心多位教师获得重要表彰

中心谢进杰教授获评“广东省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中心刘恒教授、李挚萍教

授、杨建广教授和陈毅坚副教授获“广东省 2014-2020 年度全省法学会系统先进个人”

称号。



三、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中心教学改革情况

本年度，中心两门课程分别获评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广东省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在此基础上，中心紧密结合时代发展，开设一系列特色课程，教学

改革成效显著。

1.2020 年 11 月 30 日，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中山

大学法学院由杨建广教授主持，郭天武、谢进杰、李利、李懿艺等多位老师与学生

们共同打造的”刑事诉讼法”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获评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课程。

教育部关于公布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名单

2.郭萍教授《海商法》课程认定为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线上一流本科课

程）。

《海商法》课程界面

3.开设特色课程

本年度，中心为大一年级本科生开设《法律与人工智能》课程，旨在使学生熟悉法

律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以及在当今社会中人工智能如何服务并应用于国家法治建设，同

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问题。

此外，中心罗剑雯教授为本科生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开设《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务》

课程，讲授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理论与常见实务问题，参与授课人员均为有丰富实务经

验的仲裁界专业人士，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很好地实现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了解国内外仲裁程序的差异，提高国际商事仲裁研究与实务工作的基本技能，

为将来从事国际商事仲裁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科学研究情况

2020 年度，中心教师共承担 63 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56

篇（其中 CSSCI 法学核心期刊论文 51 篇，SSCI 法学核心期刊论文 4 篇），出版专著 4

部，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并作大会报告 50 余场次。

此外，中心决策研究成果丰硕，年内获省部级以上国家机关采纳的一 A类决策研究

成果 3篇；一 B 类决策研究成果 12 篇，被各级政府部门采纳的决策研究成果 28 篇。本

年度中心教师成果荣获重要奖项。郭天武教授获中央广东省委统战部全省统战理论政策

研究创新成果特等奖。蔡伟副教授的论文获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提名奖，

以及中国商务部 2018-2019 年度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三等奖。此外，中心教师还获各类

全国性学会和研究会的优秀学术论文奖一等奖 4项，三等奖 1项。

四、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

（一）信息化资源、平台建设，人员信息化能力提升等情况

1.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中心现有实验教学资源 578560 余 MB，且本年度更新 56320MB 以上，包括实验中心网

站信息化平台、云资源管理平台、各类模拟法庭竞赛视频库等。中心网站、刑事诉讼法

网络课程年度访问总量达到 5000 人次以上。

2.

便捷的信息化交流平台



中心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实现了一校三区高清、可视、可互动的同步教学、实验、

交流，保证多个校区的学生能够通过该系统进行互动学习。

3.灵活运用授课形式

中心充分探索创新实验教学授课形式，利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等软件开展线上实

验 教 学 ， 在 特 殊 情 况 下 确 保 学 生 上 课 不 受 空 间 的 限 制 。

4.人员信息化提升情况

中心一向重视人员信息化提升工作，持续对新入职、新兼职的实验教学科研人员开

展了常规的计算机、网络工程、多媒体技术等课程的培训。

（三）对外交流合作、发挥示范引领、支持中西部高校实验教学改革等情况

1. 推动教学、科研与实践深度融合，广东省网络犯罪研究基地落地本中心

在本中心网络犯罪研究实验项目基础上，2020 年 11 月 18 日，作为全国第一家由高

等院校和省级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联合建立的网络犯罪研究机构——广东省网络犯

罪研究基地（中山大学网络犯罪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基地将协同创新开展网络犯罪法

律研究工作，建立案件研讨平台和学术交流平台，支撑网络犯罪的司法治理工作，加强

互联网+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高端学术平台。



2. 组织《民法典》宣讲，延伸实验教学课堂

2020 年 5 月以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民法典实施，加强民法典重

大意义的宣传教育和普法工作，我院组织优质师资力量，开展“中山大学民法典大讲堂”

系列讲座，对民法典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精细化解读，助推全面依法治国伟大方略的深

入推进实施。目前，“中山大学民法典大讲堂”面向全体在校师生、校友及广大公众开

展了 14 场系列讲座。与此同时，法学院充分发挥民商法学科优势，多名民商法学教师受

邀到各级政府部门、高校、律所、企事业单位等进行《民法典》的宣讲。至今，法学院

教师在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共开展 133 场《民法典》的宣讲活动，在现场及线

上的听众达 5.8 万人次，受到了各有关部门、单位的欢迎和好评。



3. 开展司法实务部门业务培训，促进实验教学与法律实践的结合

2020 年度，中心教师积极参加对外培训，参加对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珠海市金湾区

人民检察院等机关的培训 50 余场，示范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

4. 建立并维护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至今，中心已与近 50 家法律、法医方面的司法实务部门、政府部门、高校法律院系

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实验（实践）教学基地辐射至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

5. 服务社会成效显著

中心教师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立法研究工作，为国家与地方的立法与法治事业建



设建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持。李扬教授受聘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届特邀咨询员。刘恒教

授入选广东省立法工作领军人才。张亮教授等 4名教授担任广东省委、省政府、省外办

等法律顾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聘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的决定

此外，中心积极组织师生进行税法进校园、124 普法系列活动等普法宣传，辐射示范

作用和社会效益显著。

“逸仙法学声”公众号相关推送

五、示范中心大事记

（一）有关媒体对示范中心的重要评价

1. 2020 年 12 月 5-6 日，第十四届中国大陆地区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在



西南政法大学举行。在全国 44 支队伍中，经激烈角逐，中心培养的本科生获得亚军及决

赛最佳辩手的佳绩，并获得代表大陆地区参加亚太地区高校间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模拟法

庭竞赛资格。

中山大学新闻网相关报道

2. 2020 年 11 月 6 日至 8日，教育部国家级文科综合学科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第八届

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中心主任杨建广教授、副主任黄斌参会。



华南师范大学新闻网相关报道

（二）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视察示范中心

2020 年 12 月 17 日，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张虎到中山大学法

学院和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调研，对我中心、法学院和法治社会建设研究院的工作表

示肯定，对我中心提高法学教学与研究水平，服务国家和地方法制与经济建设提出新要

求。



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张虎到我校法学院调研

（三）其它对示范中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1. 举办多场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1）2020 年 1 月 3-4 日，由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中心主

办，中心负责人谢进杰教授具体操办的“认罪认罚刑事程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中

心主任杨建广教授、副主任郭天武教授分别作为论坛主持人主持会议并发言。



认罪认罚刑事程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2）2020 年 8 月 14 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海洋生态环境法治研讨会”暨中国

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海洋环境法专业委员会、广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2020 年年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来自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全国各大高校、中

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单位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与海洋生态环境法治研讨会现场

（3）2020 年 11 月 7 日，“网络游戏衍生行业及相关实务热点法律问题研讨会”在

中山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社等单位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网络游戏衍生行业及相关实务热点法律问题研讨会现场

（4）2020 年 11 月 21 日-22 日，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主办，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和中山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十八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在中山大学举行。

参会人员合影

（5）2020 年 11 月 29 日，“中国学位制度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成功召开。

来自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等实务单位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六十余人参与了本次研讨，从实

务与理论双角度综合探讨了“中国学位制度”的问题。



参会人员合影

2. 制定新的规章制度，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激励学术创新，提升学术影响力，中心根据学院制

定的《中山大学法学院科研奖励办法（试行）》和《中山大学法学院关于进一步营造学

术氛围的试行办法》，举办中大法学学术论坛 • 法学家大讲坛 2期，中大法学学术沙龙

2期，其他讲座 23 场，学院学术活动逐渐增加，学术氛围日益浓厚。



活动现场照片

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课程建设亟需着力推动

在教学成果奖和精品课程指标上，我中心与其他优秀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仍存在较

大差距。自 2016 年以来，我中心获得 2项省级教学成果奖，2门课程分别获评国家级线

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与省级线上一流课程。但是，与同期兄弟院校相比，我中心在一

流实验教材、教学成果和精品课程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仍需继续着力推动建设。

（二）实验教学课程改革有待加强

在教育部提出的双万计划、千门虚拟仿真课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引领下，实验教

学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也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中心应对这种挑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不够。特别是在信息化教学平台建设、课程资源优化整合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对策和措

施，如不及时调整将难以跟上新时期实验课程改革的新要求。

（三）人员队伍调配有待改善

当前实验教学及教学研究的难度和强度越来越大，但法学教育领域重理论教学和科

研、轻实验实践的惯性思维与管理机制仍在一定程度存在，制约了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对照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的要求，中心在实验教学技术人员、

专任实验教师的配备上仍显不足。中心师资队伍规模亟需扩大，师资结构有待优化；人



才引进力度和效果有待提升，人才引进政策和激励机制仍需明晰。

此外，由于中心目前没有专门人员负责行政事务，急需增加一名行政管理人员，负

责课程、学生、档案管理工作。

（四）实验课程学分设置仍需完善

文科的实验课程不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求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在学分和

教学工作量的计算上并没有理论课充足，如同是 32 学时的课程，理论课基本上是正常的

2学分，而部分实验课（模拟刑事诉讼、模拟民事诉讼）却被压缩到 1学分，影响了教师

任课和学生的选修实验课程的积极性。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1.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非常重视本科教学，通过制定与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策划与

开展实验教学改革与研究等举措，积极推进法学实验课程体系改革、管理与评价机制改

革。学校领导多次带领职能部门领导到法学院和中心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

2.学校支持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但本年度由于疫情缘故，仅下拨中心日

常实验教学经费 45.6 万元。

八、下一年发展思路

为贯彻中山大学“十四五”规划精神，打造更具发展活力的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更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更高质量的学科发展框架、发展更高竞争力的实验教学体

系，落实好我校“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培养符合社

会发展需求的全面型人才。法学实验教学中心争取新的一年于以下方面取得进一步发展：

1. 进一步拓展中心的实验实践基地

中心拟于 2021 年与广东省公安、法院、检察及监狱等部门对接，在现有的实习基地

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新的实验实践基地。

2. 增聘新的法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专职教师

中心拟进一步强化法律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新的法学实践类课程，吸收科研发展前

沿技术，运用于法学教学与实践，开拓法律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新的实践课程。

3. 召开全国法律人才培养及中心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中心拟于 2021 年上半年召开全国法律人才培养及中心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加强与兄

弟院校的合作与交流。

4. 进一步拓宽以交叉学科为引领方向的实验课程

在现有实验课程的基础上，中心拟增设法律与计算机学科相融合课程，拓展人工智

能法律课程，并且将法律与公共卫生学科相融合，拓展卫生防疫法律实验课程。

5. 在国家级一流课程及奖项上再创佳绩

中心拟用两年左右时间，集中力量打造 1-2 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以及一项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

注意事项及说明：

1.文中内容与后面示范中心数据相对应，必须客观真实，避免使用“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等词。

2.文中介绍的成果必须有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兼职人员和流动人员）的署
名，且署名本校名称。

3.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
作。

4.模板中涂红色部分较上年度有变化，请填写时注意。

第二部分 示范中心数据

（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一、示范中心基本情况

示范中心名称 中山大学法学教学实验中心

所在学校名称 中山大学

主管部门名称 教育部

示范中心门户网址 http://law.sysu.edu.cn/fxsyzx/

示范中心详细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

城外环路 132 号中山大学法学

院 A112 室

邮政编码 510006



固定资产情况

建筑面积 2860.21

㎡

设备总值 810.1万元 设备台数 1181 台

经费投入情况 45.6 万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
万元 所在学校年度经费投入 45.6 万元

注：（1）表中所有名称都必须填写全称。（2）主管部门：所在学校的上级主管部
门，可查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二、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一）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份
职称 职务

工作性

质
学位 备注

1 谢进杰 男 1978 正高级 管理 博士 博士生导师

2 杨建广 男 1960 正高级
示范中

心主任
管理 博士

3 郭天武 男 1970 正高级

示范中

心副主

任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4 赵虎 男 1962 正高级

示范中

心副主

任

管理 博士 博士生导师

5 黄斌 男 1964 其他

示范中

心副主

任

管理 硕士

6 陈开春 男 1961 初级

示范中

心办公

室主任

技术 本科

7 任强 男 1970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8 徐忠明 男 1960 正高级 其他 其他 博士
博士生导师

长江学者

9 黄瑶 女 1964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0 张亮 男 1977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1 李挚萍 女 1965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2 刘恒 男 1964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3 郭萍 女 1968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4 李扬 男 1968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5 聂立泽 男 1964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6 罗剑雯 女 1970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7 于海涌 男 1969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8 孙宏钰 女 1972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19 成建定 男 1964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博士生导师



20 权力 男 1970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21 谢晓尧 男 1966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22 刘忠 男 1971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23 王红一 女 1967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24 庄劲 男 1976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25 张民安 男 1965 正高级 其他 其他 博士 博士生导师

26 杨彪 男 1980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27 杨鸿 男 1963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28 刘秋玲 女 1977 正高级 技术 教学 博士

29 童大跃 男 1958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30 陆惠玲 女 1960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31 周林彬 男 1959 正高级 其他 其他 博士 博士生导师

32 杨小强 男 1969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33 高秦伟 男 1973 正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34 谢石松 男 1963 正高级 其他 其他 博士

35 巢志雄 男 1981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36 陈毅坚 男 1979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37 梁丹妮 女 1976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38 王承志 男 1977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39 刘诚 女 1977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40 丁利 男 1969 副高级 其他 其他 博士 博士生导师

41 孙莹 女 1983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42 韩光明 男 1977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43 胡汝为 女 1980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44 丁建峰 男 1980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45 欧雪玲 女 1978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46 吕德坚 男 1966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47 李朝晖 男 1970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48 罗斌 男 1962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49 唐双柏 男 1965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0 黄二文 男 1980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1 谢波 男 1983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2 廖艳嫔 女 1979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3 蔡伟 男 1983 副高级 其他 其他 博士

54 董淳锷 男 1981 副高级 其他 其他 博士

55 阙占文 男 1979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6 陈惠珍 女 1985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7 谢琳 女 1984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8 苗波 男 1978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9 杜金 女 1982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0 李懿艺 女 1985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1 李利 女 1980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2 李洁琼 女 1982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3 潘炫明 男 1983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4 李建金 男 1963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5 时燕薇 女 1980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6 李良 女 1985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7 刘小山 男 1968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8 刘水平 男 1968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9 乌日嘎 女 1987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70 毕启明 男 1968 中级 其他 技术 博士

71 王崇 男 1991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72 邓伟 男 1991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73 宫廷 女 1989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74 郭晓然 女 1962 初级 其他 教学 大专

75 陈雪兵 男 1964 初级 其他 教学 大专

注：（1）固定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示范中心编制的人员。（2）示范中心职务：
示范中心主任、副主任。（3）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他。具有多种性质的，
选填其中主要工作性质即可。（4）学位：博士、硕士、学士、其他，一般以学位证书为
准。（5）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二）本年度兼职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职务 工作性质 学位 备注

1
彭冬

松
男 1976 年 其他

检察室

主任
教学 博士 挂职

2
赵飞

龙
男 1967 年 其他

天河区

法院庭

长

教学 硕士 挂职

3
符锐

兰
女 1965 年 其他

广州市

中院庭

长

教学 博士 挂职

4
刘胜

飞
男 1982 年 中级

中山大

学南方

学院

教学 硕士 兼职

注：（1）兼职人员：指在示范中心承担教学、技术、管理工作的非中心编制人员。
（2）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他。（3）学位：博士、硕士、学士、其他，一
般以学位证书为准。（4）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
者等，获得时间。

（三）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出生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工作期限



别 年份

1 苑民丽 女
1978

年
正高级 中国

广东警官学

院法律系
进修学习 2019-2020

2 王雪华 男
1964

年
正高级 中国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
进修学习

2020.4.20-202

0.6.12

3 王燕军 男
1981

年
副高级 中国

广州市广播

电视大学
进修学习 2019-2020

4 张丽霞 女
1963

年
副高级 中国

南开大学法

学院
进修学习

2020.4.20-202

0.6.12

5 彭箫剑 男
1990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6 焦运波 男
1982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7 黄泽萱 女
1986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8 罗恬漩 女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9 杜浩渺 女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10 卢婧 女
1985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11 丁婧文 女
1992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12 薛文超 男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13 赵伊 女
1987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14 李江峰 男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15 王看 男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16 郭雨晨 女
1989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年-2020 年

注：（1）流动人员：指在中心进修学习、做访问学者、行业企业人员、海内外合作
教学人员等。（2）工作期限：在示范中心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本年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参会次数

1
杨建

广
男 1960 年

正高

级

主任

委员
中国 中山大学

校内

专家

网络会议

1次

2
霍宪

丹
男 1954 年

正高

级
委员 中国 司法部司 校外

专家

网络会议

1次



法鉴定管

理局（已

退休）

3
任克

勤
男 1959 年

正高

级
委员 中国

广东警官

学院

校外

专家

网络会议

1次

4 赵虎 男 1962 年
正高

级
委员 中国 中山大学

校内

专家

网络会议

1次

5

许身

健
男 1966 年

正高

级
委员 中国

中国政法

大学

校外

专家

网络会议

1次

6 路军 男 1968 年
正高

级
委员 中国 辽宁大学

校外

专家

网络会议

1次

7 杜宇 男 1976 年
正高

级
委员 中国 复旦大学

校外

专家

网络会议

1次

注：（1）教学指导委员会类型包括校内专家、外校专家、企业专家和外籍专家。（2）
职务：包括主任委员和委员两类。（3）参会次数：年度内参加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的次
数。

三、人才培养情况

（一）示范中心实验教学面向所在学校专业及学生情况

序号
面向的专业

学生人数 人时数
专业名称 年级

1 法学（本科） 2017 级 199 25488

2 法学（本科） 2018 级 179 117900

3
法律（非法

学）
2018 级 130 30024

4 法学（本科） 2019 级 170 71208

5 法律（法学） 2019 级 111 24208

6
法律（非法

学）
2019 级 124 64512

7 法学（本科） 2020 级 129 46512

8 法律（法学） 2020 级 86 19460

9
法律（非法

学）
2020 级 86 31158

10 法医学 2016 级 13 3055

11 法医学 2017 级 23 4761

12 法医学 2018 级 14 140

13 法医学 2019 级 19 855



注：面向的本校专业：实验教学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

（二）实验教学资源情况

实验项目资源总数 112 个

年度开设实验项目数 81 个

年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27 门

实验教材总数 10 种

年度新增实验教材 种

注：（1）实验项目：有实验讲义和既往学生实验报告的实验项目。（2）实验教材：
由中心固定人员担任主编、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3）实验课程：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独
立设置学分的实验课程。

（三）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获奖人数 18 人

学生发表论文数 33 篇

学生获得专利数 1项

注：（1）学生获奖：指导教师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获奖项目必须是相关项目的全
国总决赛以上项目。（2）学生发表论文：必须是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通讯作者或指导
老师为中心固定人员。（3）学生获得专利：为已批准专利，中心固定人员为专利共同持
有人。

四、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情况

（一）承担教学改革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刑事诉讼

法

教高函

【2020】

8 号文

杨建广

杨建广、郭

天武、谢进

杰、李利、

李懿艺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1 月

5 a

2 海商法

粤教高函

【2020】10

号文

郭萍

郭萍、向明

华、张敏

副、徐锦

堂、廖艳

嫔、陈石

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

5 a

3

法律与人

工智能课

程

中山大学

本科教学

改革研究

项目

谢进杰 王崇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

a



4

国际商事

仲裁理论

与实务课

程

中山大学

本科教学

改革研究

项目

谢进杰 罗剑雯
2020 年 4

月-6 月
a

5

“案例化

教学”在

《法医物

证学》教学

中的应用

中山大学

本科教学

改革研究

项目

欧雪玲 欧雪玲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

0.8 a

6

基于法医

学专业精

品课程—

《法医现

场学》本科

教学改革

及案例资

源库建设

中山大学

本科教学

改革研究

项目

罗斌 罗斌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

0.8 a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课题。（1）项目/课题名称：项目管理部门
下达的有正式文号的最小一级子课题名称。（2）文号：项目管理部门下达文件的文号。
（3）负责人：必须是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兼职人员和流动人员）。（4）参加
人员：所有参加人员，其中研究生、博士后名字后标注*，非本中心人员名字后标注＃。
（5）经费：指示范中心本年度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6）类别：分为 a、b两类，a 类
课题指以示范中心人员为第一负责人的课题；b 类课题指本示范中心协同其他单位研究
的课题。

（二）承担科研任务及经费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

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

（万

元）

提交单

位

1
清代官员日记与地方

治理研究
20AFX007

徐忠

明
杜金;任强;丁建峰

2020.9.15-

2025.3.31
35 国家级



2
数据法益的刑法保护

研究
20BFX074 庄劲

满涛#;何鑫*;刘笑岑

*;谭淦*

2020.09.15

-2024.6.30
20 国家级

3
当代中国政法改革中

的机构职权配置研究
20BFX032 刘忠

贺欣*;熊路*;殷晓霞

*;吴凯敏*

2020.9.15-

2024.6.30
20 国家级

4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研究

20ZDA094
郭天

武

邓世豹*;聂立泽;曹

旭东#;庄劲;叶一舟

#；谢进杰;李懿艺;

汤澈*;王承志;陈雪

珍#;吕嘉淇*;陈毅

坚;何俊志#;严椰铭

*;张亮;李建星*;严

林雅#;卢诗谣*

2020.4.20-

2022.6.30
80 国家级



5
新加坡“去殖民化”经

验做法及启示研究

2020MZD0

09

郭天

武

陈春声;金澄#;林丹

阳#;叶一舟#;关红玲

#;陈雪珍#;何俊志#;

张光南#;王禹#;张亮

#;毛艳华#;钟智锦#;

张志安#;黎熙元#;范

若兰#;曹旭东#;伍俐

斌#;夏瑛#

2020.5.14-

2021.5.14
60 国家级

6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伍管理办法研究

331/2020

横
刘诚

钟政*;刁颖嘉*;张莹

*;雷洁婵*
2020.6.8 10 省部级

7
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机

制研究

2020 年 7

月 7 日最

高检官网

公告

彭冬

松、

杨建

广

无
2020.7.7-2

020.11.30
2 省部级



8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

405/2020

横
张亮

刘松涛*;林旸*;黎东

铭*;关嘉慧*

2020.7.20-

2020.12.31
5 省部级

9 海洋法（2020 年度）
31102001

5
黄瑶

张海文*;郭萍;高秦

伟;余民才*;何丽新

*;苗波;蔡伟;张良福

*;张卫彬*;郭红岩*;

曲波*;罗国强*;冯梁

*;杨晓楠*;廖艳嫔;

王承志;张祖兴#;覃

丽芳#;白续辉*;曹建

平#;胡嘉镗#;金超#;

邢望望*;吕方园*;袁

曾*;杜浩渺;王看;卢

婧

2020.6.28-

2020.12.31

41.25

6
省部级



10

调研起草《广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办法》（修

订建议稿）

352/2020

横

谢晓

尧

周益欣*;何佩芸*;陈

皓雪*;覃天远*;黄煜

梅*

2020.8.25 19.8 省部级

11

内地与香港跨境证据

可采性模式建构研究

（2020 年度经费）

19YJC820

026-1
李利

杨建广;郭天武;谢进

杰

2020.11.05

-2024.12.3

1

2.5 省部级

12
香港特别行政区营商

环境建设立法研究

515/2020

横
蔡伟

张亮;谢琳;徐艳珠#;

王超*;赖晨枫*;郭瑾

*;陈侣霓*;魏丽华*

2020.11.2 5 省部级

13

以法治保障引领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

235/2020

横
蔡伟

郭瑾*;陈侣霓*;魏丽

华*;魏小婷*;赖晨枫

*;

2020.6.29 1 省部级



14

中国法学会 2020 年度

部级法学研究重点委

托课题

CLS(2020

)ZDWT08
蔡伟

黄瑶;郭萍;徐艳珠#;

陈侣霓*;郭瑾*;赖晨

枫*;林兆然*;杨文澜

*;李雅洁*

2020.3.2-2

020.4.30
2.5 省部级

15
群防群治法规修订技

术服务项目

516/2020

横
刘诚

张莹*;雷洁婵*;钟政

*;刁颖嘉*
2020.11.2 27.5 省部级

16
健全广东生态损害赔

偿体系研究
2020005

阙占

文
李挚萍;郭萍等 2020.11 省部级

17
“非典”后出现的涉法

问题处置及其借鉴

CLS

（2020）

ZDWT05

陈惠

珍

白续辉*;王桂芳*;张

鹏*;谢小弓*;张双梅

*;黄明明*;陈曦珩*;

田雯娟*;范小慈*;梁

树森*

2020.3.5-2

020.8.20
2.5 省部级

18
综合排污许可制度研

究

2020M672

914

彭箫

剑

吴易泽*; 刘文龙*;

杨雷*;程晓娅*

2020.7.7-2

023.7.7
5 省部级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项目要求同上。

（三）研究成果

1.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获准国别 完成人 类型 类别

1

一种母血浆游

离 DNA 文库的

构建方法以及

生父基因的分

型方法

CN 107119046 B 中国 欧雪玲 发明专

利

独立完

成

注：（1）国内外同内容的专利不得重复统计。（2）专利：批准的发明专利，以证
书为准。（3）完成人：必须是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兼职人员和流动人员），多
个中心完成人只需填写靠前的一位，排名在类别中体现。（4）类型：其他等同于发明专
利的成果，如新药、软件、标准、规范等，在类型栏中标明。（5）类别：分四种，独立
完成、合作完成-第一人、合作完成-第二人、合作完成-其他。如果成果全部由示范中心
人员完成的则为独立完成。如果成果由示范中心与其他单位合作完成，第一完成人是示
范中心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一人；第二完成人是示范中心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二人，
第三及以后完成人是示范中心人员则为合作完成-其他。（以下类同）。

2.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序

号
论文或专著名称 作者

刊物、出版社名

称

卷、期（或章节）、

页
类型 类别

1

Association

betwee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knowledge and

behaviours

among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from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China.

（农民工职业健

康与安全知识和

行为之间的关联：

以中国为代表研

究的结果）

胡汝为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2020年第12期第10卷 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2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s

Role in

Reorganisation

of Listed

赵惠妙，蔡

伟

《Hong Kong Law

Journal》
2020 年 12 月 SSCI

合作完

成-第

二人



Companies in

China: A

Contrast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Periods Between

2007–2013 and

2013–2019》（中

国上市公司重组

中政府角色的转

变——基于 2007

—2013 年和 2013

—2019 年的经验

证据对比）

3

《Immigr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assistanc

e: evidence from

Hong Kong》（社

会援助的移民和

公共态度：以香港

为例）

苗波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20 年 7月 13 日 SSCI

合作完

成-第

二人

4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Global

Commerce:

China's

Possible

Reservations to

the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国

家利益和全球商

业发展之平衡:中

国对《海牙选择法

院协议公约》可能

的保留研究）

蔡伟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020 年 3月 30 日 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5

《Minority

Shareholder

Protection in

Corporate

Control

Transfer in

Australia》（澳

蔡伟

《International

Company and

Commercial Law

Review》

2020 年 1月 20 日 SSCI
独立完

成



大利亚公司控制

权转移中的小股

东保护）

6
《传统中国法律

的文学表达》
徐忠明 《光明日报》

2020 年 3 月 16 日第 3

版
CSSCI

独立完

成

7
《传染病防控中

的隔离措施》
高秦伟 《中外法学》

2020 年第 3期，

P631-652.
CSSCI

独立完

成

8

《自然律的理性

选择理论释读—

—关于霍布斯<利

维坦>的札记》

丁利 《政法论坛》
2020 年第 3期，

P151-162.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9

《行政复议制度

的整体观与整体

设计》

高秦伟 《法学家》
2020 年第 3期，

P71-84+193.
CSSCI

独立完

成

10

《“行动中的”刑

事诉讼——基于

抓捕嫌疑人的侦

查技术之展开》

刘忠 《法学家》
2020 年第 3期，

P41-55+192.
CSSCI

独立完

成

11

《基层司法改革

存在的四大挑战

及解决之道》

谢进杰 《人民论坛》
2020 年第 3期，

P107-109.
CSSCI

独立完

成

12
《刑事案件当庭

宣判的变迁》
谢进杰 《交大法学》

2020 年第 4期，

P149-168.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3

《法典编纂与私

法发展: 罗马法

经验观照》

韩光明 《交大法学》 2020年第2期，P62-71. CSSCI
独立完

成

14

《论著作权惩罚

性赔偿制度——

兼评<民法典>知

识产权惩罚性赔

偿条款》

李扬 《知识产权》 2020年第8期，P34-45.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5
《“通知删除”规

则的再检讨》
李扬 《知识产权》 2020年第1期，P25-38.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6

《探春断事：法律

决策的情境与性

情》

徐忠明 《当代法学》
2020 年第 5期，

P148-160.
CSSCI

独立完

成

17

《法人的人格权

研究（下）——法

人人格权的类型、

性质及侵害后果》

张民安 《学术论坛》 2020年第2期，P12-40. CSSCI
独立完

成

18

《医疗损害责任

适用赔礼道歉正

当性研究》

郭天武 《学术论坛》 2020年第3期，P65-71.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9 《全国人大组织 孙莹 《法学评论》 2020 年第 6期，P8-14. CSSCI独立完



法与议事规则的

制度空间——兼

论“一法一规则”

修正草案的完善》

成

20

《行政命令型生

态环境修复机制

研究》

李挚萍 《法学评论》
2020 年第 3期，

P184-196.
CSSCI

独立完

成

21

《商业行规的司

法适用_实证考察

与法理阐释》

董淳锷 《清华法学》
2020 年第 1期，

P186-208.
CSSCI

独立完

成

22

《规制“规避”：

中国民商法的技

术选择、制度演进

与改进策略》

董淳锷 《北方法学》 2020年第3期，P14-25. CSSCI
独立完

成

23

《第三方资助国

际仲裁的费用担

保问题研究》

张亮
《国际经济法学

刊》

2020 年第 2期，

P87-101.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24

《规制合作的

CETA 范式：生成

逻辑、文本内容与

实践进展》

张亮
《武大国际法评

论》
2020年第2期，P60-79.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25

《跨界环境影响

评价义务及其履

行》

阙占文 《政法论丛》 2020年第6期，P90-99. CSSCI
独立完

成

26
《论民法典与税

法的关系及协调》
杨小强 《政法论丛》 2020年第4期，P15-28. CSSCI

独立完

成

27

《信息网络传播

权侵害中的通知

与必要措施规则》

李扬 《政法论丛》 2020年第2期，P37-47. CSSCI

合作完

成第一

人

28

《外商投资国家

安全审查的法治

化路径》

蔡伟 《国际贸易》 2020年第9期，P90-96. CSSCI
独立完

成

29

《论“胁迫”的结

果要素必要性：基

于被害人的客观

视角》

陈毅坚 《政治与法律》
2020 年第 10 期，

P119-133.
CSSCI

独立完

成

30
《软暴力刑法性

质的教义学展开》
陈毅坚

《中国刑事法杂

志》
2020年第4期，P75-91. CSSCI

独立完

成

31

《法治政府建设

中的利益表达机

制及其完善》

高秦伟 《治理研究》 2020年第4期，P88-98. CSSCI
独立完

成

32

《我国刑事二审

审理方式的异化

与回归》

郭天武

《华南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0 年第 2期，

P114-129+191.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33
《“法律与商业行

规”的理论谱系—
董淳锷 《中山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3期，

P139-151.
CSSCI

独立完

成



— 基于交叉学科

视角的多维阐释》

34

《食品安全法治

中的自我规制及

其学理反思》

高秦伟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20年第3期，P50-63. CSSCI
独立完

成

35

《民事证据证明

视野下的区块链

存证》

罗恬漩
《法律科学(西北

政法大学学报)》
2020年第6期，P65-72. CSSCI

独立完

成

36

《我国个人敏感

信息的内涵与外

延》

谢琳 《电子知识产权》2020 年第 9期，P4-16.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37

《员额制之后：法

院人员分类构成

评析》

刘忠
《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

2020 年第 6期，

P88-105.
CSSCI

独立完

成

38

《科层互动视角

下的政策实验：以

深圳市环境影响

评价立法变迁为

例》

苗波
《上海行政学院

学报》
2020年第6期，P53-65.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二人

39

《平台型政府及

行政法律关系初

论》

彭箫剑 《兰州学刊》 2020年第7期，P54-72. CSSCI
独立完

成

40

《<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中的

相互尊重原则及

其适用探析》

黄瑶 《文化遗产》 2020年第3期，P10-18.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41

《非婚同居中的

家务劳动补偿请

求权》

杨彪 《政治与法律》
2020 年第 12 期，

P95-106.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42

《论欧盟专利制

度一体化改革—

—兼论我国粤港

澳大湾区专利保

护的冲突与协调》

李洁琼 《私法》
2020 年第 1期，

P294-311.
CSSCI

独立完

成

43
《程序规范的判

例之维》
巢志雄 《中山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3期，

P152-162.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44

《民法分则物权

编中商事担保规

范的立法选择—

—基于三类规范

的视角》

周林彬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年第 3期，

P203-214.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45

《国家所有权视

角下海域资源管

理法制生态化探

析》

陈惠珍

《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0 年第 2期，

P189-196.
CSSCI

独立完

成



46

《罗尔斯与哈耶

克的程序正义观

——一个基于社

会演化理论的比

较与综合》

丁建峰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0 年第 4期，

P149-160.
CSSCI

独立完

成

47

《气候工程国际

法框架探析-以平

流层太阳辐射管

理为例》

杜浩渺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

2020 年第 11 期，

P34-42.
CSSCI

独立完

成

48

《英国海洋空间

规划关键问题研

究及对我国的启

示》

郭雨晨 《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4期，P74-81. CSSCI
独立完

成

49

《欧洲跨界海洋

空间规划实践研

究及对南海区域

合作的启示》

郭雨晨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20年第4期，P20-27. CSSCI
独立完

成

50

《民法典隐名商

法规范的合分之

道——以合同编

为例》

周林彬
《甘肃政法大学

学报》

2020 年第 5期，

P93-105.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51

《当代中国乡村

纠纷解决机制的

历史变迁及其实

践阐释》

罗恬漩 《法治论坛》
2020 年第 3期，

P110-122.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52

《珠三角九市区

域协同发展立法

研究》

杨建广 《法治论坛》
2019 年第 4期，

P220-234.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53

《粤港澳大湾区

商标法律保护的

冲突与协调——

以商标恶意抢注

的法律规制为切

入点》

李洁琼 《法治论坛》
2020 年第 3期，

P277-300.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54

《新时代国际法

教学的现实困境

与改革思路》

阙占文 《法治论坛》
2020 年第 3期，

P266-276.
CSSCI

独立完

成

55

《<国际贸易术语

解释通则2020>内

容演进及其对国

际贸易之影响》

郭萍 《法治论坛》
2020 年第 2期，

P82-100.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56

《人工智能对法

学教育的机遇和

挑战》

蔡伟 《法治论坛》
2020 年第 1期，

P206-216.
CS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57
《空间物权法律

制度研究》
于海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中文

专著

独立完

成

58 《中国人大议事 孙莹 法律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中文 独立完



规则：原理与制

度》

专著 成

59
《法国民法总论

（II）》
张民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4月第一版

中文

专著

独立完

成

60
《物联网隐私权

总论》
张民安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第 1版

中文

专著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61

《广东鼻咽癌高

发区土壤-作物系

统重金属迁移特

征及健康风险评

价》

李朝晖 《环境科学》
2019 年第 6期，

P706-709.

EI 工

程索

引、

CSCD

、北大

核心

合作完

成

62
《空分复用光纤

研究综述》
李朝晖 《光学学报》 2020 年 11 月

EI 工

程索

引、

CSCD

、北大

核心

合作完

成

63

《IVF-ET 助孕合

并慢性肾功能衰

竭法医学鉴定 1

例》

成建定 《中国司法鉴定》
2020 年第 4期，

P107-108.

北大

核心

合作完

成

64

《NUP155 基因突

变与不明原因夜

间猝死综合征及

心律失常的关联

性》

黄二文
《中山大学学报

（医学科学版）》

2020 年第 3期，

P370-378.

CSCD、

北大

核心

合作完

成

65

《肺动脉瓣缺如

综合征合并胸腺

缺如 1例》

罗斌
《心肺血管病杂

志》
2020年第1期，P77-78.

北大

核心

合作完

成

66

《双方生母参与

下半同胞关系鉴

定中的似然比算

法》

欧雪玲 《法医学杂志》
2019 年第 6期，

P662-666.
CSCD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67

《机器学习在骨

龄评估中的研究

进展及展望》

赵虎 《法医学杂志》 2020年第1期，P91-98. CSCD
合作完

成

68

《基于颅骨及四

肢骨骨折程度推

测坠落高度》

赵虎 《中山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5期，

P726-731.
CSCD

合作完

成

69

《运用 3种卷积

神经网络模型对

青少年骨盆骨龄

评估的比较》

赵虎 《法医学杂志》
2020 年第 5期，

P622-630.
CSCD

合作完

成

70
《推导 IBS 评分

在全同胞对人群
孙宏钰 《法医学杂志》

2019 年第 6期，

P657-661.
CSCD

合作完

成



中概率分布的计

算公式》

71

《中国汉族男性

家系 Y-STR 基因

座容差情况调查》

吕德坚
《中国法医学杂

志》

2020 年第 4期，

P390-393.
CSCD

合作完

成

72

《脑外伤所致精

神障碍者冲动控

制能力及 ERP 特

征》

时燕薇 《法医学杂志》
2020 年第 3期，

P326-332.
CSCD

合作完

成

73

《虚拟解剖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

法医病理学研究

中的应用展望》

唐双柏 《法医学杂志》
2020 年第 2期，

P149-156.
CSCD

合作完

成

74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相关死亡的

法医病理学检验

建议指南（试行

稿）》

罗斌 《法医学杂志》 2020 年第 1期，P6-15. CSCD
合作完

成

75

《肺组织硅藻定

量分析在实验动

物溺死诊断中的

应用》

成建定 《法医学杂志》
2019 年第 6期，

P706-709.
CSCD

合作完

成

76

《广州地区尸体

肛温推断死亡时

间的应用研究》

罗斌
《中国法医学杂

志》

2020 年第 5期，

P471-474.
CSCD

合作完

成

77

《米酵菌酸中毒

引起急性肝功能

损害死亡 1例》

刘水平 《法医学杂志》
2020 年第 3期，

P396-398.
CSCD

合作完

成

78
《尸体肛温与死

亡时间推断》
罗斌 《法医学杂志》

2019 年第 6期，

P726-732.
CSCD

合作完

成

注：（1）论文、专著均限于教学研究、学术期刊论文或专著，一般文献综述、一般教
材及会议论文不在此填报。请将有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兼职人员和流动人员）
署名的论文、专著依次以国外刊物、国内重要刊物，外文专著、中文专著为序分别填报。
（2）类型：SCI（E）收录论文、SSCI收录论文、A&HCL收录论文、EI Compendex收
录论文、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收录论文、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收
录论文（CSSCI）、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收录论文（CSCD）、外文专著、
中文专著；国际会议论文集论文不予统计，可对国内发行的英文版学术期刊论文进行填
报，但不得与中文版期刊同内容的论文重复。（3）外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4）
中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包括译著、实验室年报、论文集等。（5）作者：多
个作者只需填写中心成员靠前的一位，排名在类别中体现。

3.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情况

序号
仪器设

备名称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和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研究成果

（限 100 字以内）

推广和应用

的高校



1 无

注：（1）自制：实验室自行研制的仪器设备。（2）改装：对购置的仪器设备进行
改装，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用途。（3）研究成果：用新研制或改装的仪器设备进行研究的
创新性成果，列举 1－2项。

4.其它成果情况

名称 数量

国内会议论文数 60 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1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78 篇

省部委奖数 7项

其它奖数 32 项

注：国内一般刊物：除“（三）2”以外的其他国内刊物，只填汇总数量。

五、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一）信息化建设情况

中心网址 http://law.sysu.edu.cn/fxsyzx/

中心网址年度访问总量 超过 5000 人次

信息化资源总量

实验中心网站：550Mb
模拟法庭大赛演示及比赛视频资源：163840MB
刑事诉讼法网络课程资源：35840MB
刑事诉讼法慕课资源：71680MB
云资源管理平台：2048MB
裁判文书数据库：256000MB
地方立法信息决策资源：3072MB
立法决策支持系统证券法数据库子系统：46080MB

信息化资源年度更新量 56320MB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审判业务实验教学系统

检察业务信息管理系统

侦查实务系统

司法实训教学模拟系统

基于命案现场的法医学技能训练虚拟仿真实验

中心信息化工作联系人

姓名 陈开春

移动电话 13711679564

电子邮箱 lpsckc@mail.sysu.edu.cn



（二）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1.参加示范中心联席会活动情况

所在示范中心联席会学科组名称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文综

学科组

参加活动的人次数 5 人次

2.承办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参加

人数
时间 类型

1

认罪认罚刑事

程序国际学术

研讨会

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山

大学司法体制改革研

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

实验教学中心

谢进杰 66

2020 年

1月3-4

日

全球性

2

海洋生态环境

治理与海洋生

态环境法治研

讨会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学研究会海洋保护

法专业委员会、广东省

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

研究会

李挚萍 70

2020 年

8 月 14

日

全国性

3

“中国学位制

度四十年：回

顾与展望”研

讨会

中山大学法学院 刘恒 60

2020 年

11 月

28-29

日

全国性

4

网络游戏衍生

行业及相关实

务热点法律问

题研讨会

中山大学法学院 李扬 23

2020 年

11 月 7

日

全国性

5

网络游戏设计

的法律保护问

题研讨会

中山大学法学院 李扬 17

2020 年

9 月 26

日

全国性

6
民法典与法律

实践研讨会

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山

大学法学与法律实践

研究中心

韩光明 15

2020 年

7 月 12

日

全国性

7

中山大学法学

院第一届法学

青年人才论坛

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山

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中

心

张亮 45
12月14

日
全国性

注：主办或协办由主管部门、一级学会或示范中心联席会批准的会议。请按全球性、
区域性、双边性、全国性等排序，并在类型栏中标明。

3.参加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出席会议人员姓

名
学术会议名称 参会地点 参会时间 报告名称

1 董淳锷
第十八届中国法经

济学论坛
广州

2020 年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2 日

市场监管资源的

立法配置

2 董淳锷

广东省法学会民商

法学研究会2020年

学术年会暨中国公

司法巡回论坛

深圳
2020 年 12 月 26

日

中国现代商事法

制建设的路径：

历史选择、现实

问题与未来方向

4 徐忠明

“古今对话：中国

国家治理中的法治

实践”，中国法律

史年会

保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理念与实践：对

清代调处息讼的

几点解释

5
谢进杰、杨建广、

郭天武

认罪认罚刑事程序

国际学术研讨会
广东广州 2020 年 1 月 4 日

作为命题的认罪

认罚刑事程序

6 谢进杰

广州市法学会诉讼

法学研究2020年学

术年会

广东广州
2020 年 12 月 19

日

在线诉讼时代的

司法挑战与应对

7 谢进杰

广东省法学会诉讼

法学研究会2020年

会

广东广州
2020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

法政策性文件评

议

8 郭萍

中国国际法学会成

立40周年纪念大会

暨中国国际法学会

2020 年学术年会

北京
2020年 11月 7-8

日

公共卫生紧急事

件对邮轮经济影

响及应对研究

9 郭萍
中国海商法协会线

上会议
北京 2020 年 8 月 6 日

人本主义原则下

“海上旅客运输

合同”章修改的

几点思考

10 郭萍
邮轮相关疫情法律

问题线上研讨会
北京

2020 年 2 月 26

日

促进中国邮轮产

业健康发展应对

涉疫邮轮问题的

建议

11 李江峰

第六届全国伊斯兰

教学术研讨会“伊

斯兰文明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发展”

北京
2020 年 11 月

14-15 日

宗教治理法治化

的路径研究——

宗教学与法学的

对话



12 蔡伟
中国法学会国际经

济法年会
海南 2011 年 11 月

《新加坡调解公

约》对我国的启

发

13 蔡伟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

会
上海 2011 年 11 月

我国商事调解制

度的改革

14 蔡伟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长沙 2011 年 11 月

我国国际商事调

解制度的改革和

发展

15 蔡伟
2020 年广东省金融

法学会年会
广州 2011 年 11 月

我国金融外来投

资的安全审查

16 黄泽萱

“中国学位制度四

十年：回顾与展望”

专题研讨会

广东广州
2020 年 11 月 28

日

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学位制度探讨

17 黄泽萱

双区行政法治”“风

险行政法治”研讨

会暨广东省法学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

2020 年年会

广东广州
2020 年 12 月 12

日

风险社会背景下

的行政决策研究

——行政法与规

制法的交融视角

18 黄泽萱

“风险规制与行政

法治”研讨会暨中

国法学会行政法学

研究会政府规制专

业委员会2020年年

会

福建福州
2020 年 12 月 19

日

风险社会背景下

的行政决策研究

——行政法与规

制法的交融视角

19 高秦伟

中国法学会网络与

信息法学研究会

2020 年年会

武汉
2020 年 10 月 24

日

数据与信息区隔

主义下的中国数

据安全法治

20 高秦伟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

学研究会
天津

2020 年 11 月 24

日

中国行政法基础

理论的回顾与反

思

21 王承志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2020 年会暨国际公

共卫生安全论坛

长沙
2020 年 11 月

13-15 日

中国法域外适用

的司法路径



22 李挚萍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学研究会 2020

年年会

福建省福州市
2020 年 10 月 30

日

尊重及自觉运用

自然规律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的

根本

23 罗恬漩
民诉法入门课研讨

会
线上 2020 年 5 月 5 日

中山大学民诉法

学课程授课情况

24 罗恬漩

“后疫情时代的互

联网司法”在线研

讨会

线上
2020 年 11 月 10

日

民商事诉讼中的

区块链技术

25 宫廷
第十一届中国财税

法博士论坛
南昌

暂定 2020 年 12

月上旬

数字经济下增值

税法的固定机构

规则

26 陈惠珍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与海洋生态环境法

治研讨会

广州
2020 年 8 月 14

日

国家所有权视角

下海域资源管理

法制生态化探析

27 邓伟

第 21 期“经济法 30

人论坛”暨区域协

同发展中的

保定
2020 年 8 月 27

日

会议发言：政府

间区域合作组织

作为经济法主体

的理论基础——

以经济法权利能

力为中心

28 邓伟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

学研究会暨第二十

八届全国经济法理

论研讨会

石家庄
202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

（1）大会主题演

讲：经济发展权

的理论基础及其

制度实现

（2）分单元报告

发言：价格行为

规制：理论框架、

规范分析与制度

完善

29 邓伟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

学研究会 关于

2020年年会暨第33

届海峡两岸财税法

学术研讨会

武汉
2020 年 11 月 21

日--22 日

税收法定原理再

审视——从抗疫

税收政策谈起

30 邓伟
第十九届财税法高

层论坛
广州

2020 年 11 月 28

日

消费税立法的逻

辑及其展开



31 丁婧文

“国际视野下中国

企业的数据利用问

题研究”研讨会

线上会议
2020 年 10 月 17

日

主题演讲：

“TikTok”事件

下数据利用国际

经贸规则的完善

32 丁婧文

“TIKTOK”被封杀

——困境、挑战与

应对研讨会

广东省法学会会

议室

2020 年 8 月 11

日

主题演讲：

“TikTok”被封

杀背后的国际数

据规则问题

33 黄泽萱

“中国学位制度四

十年：回顾与展望”

专题研讨会

广东广州
2020 年 11 月 28

日

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学位制度探讨

34 黄泽萱

双区行政法治”“风

险行政法治”研讨

会暨广东省法学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

2020 年年会

广东广州
2020 年 12 月 12

日

风险社会背景下

的行政决策研究

——行政法与规

制法的交融视角

35 黄泽萱

双区行政法治”“风

险行政法治”研讨

会暨广东省法学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

2020 年年会

广东广州
2020 年 12 月 12

日

风险社会背景下

的行政决策研究

——行政法与规

制法的交融视角

36 梁丹妮
尤科斯案公益座谈

会第二期
在线

2020 年 3 月 28

日

尤科斯案中的仲

裁“同意”

37 梁丹妮

第七届社科仲裁圆

桌会议——新冠肺

炎疫情下的国际投

资仲裁问题

在线 2020 年 5 月 8 日

新冠疫情下国家

规制权被诉风险

分析

38 梁丹妮
第十四届国际投资

法专题研讨会
厦门

2020 年 11 月 6

日
IIAs 根本安全例

外司法审查标准

的新发展

39 巢志雄
第十二届紫荆民事

诉讼青年沙龙
南京

2020 年 11 月 7

日

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评议

40 庄劲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

研讨会
重庆

2020 年 7 月 31

日

主题演讲：侵犯

商业秘密罪的主

观要件



41 庄劲
民营经济的刑事保

护论坛
北京

2020 年 11 月 28

日

主题演讲：民营

经济的刑法平等

保护

42 周林彬

《商事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研讨会

线上
2020 年 7 月 13

日

《商事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草

案）》修改意见

43 谢琳
网络信息安全治理

探究
线上

2020 年 11 月 21

日

个人信息的风险

层级化保护

44 李扬

“北大=OPPO 知识

产权研讨会—NPE

的风险及应对”

线上
2020 年 9 月 11

日

NPE 的风险与应

对（担任会议主

持人）

45 李扬
标准必要专利国际

研讨会
线上

2020 年 11 月 18

日

标准必要专利相

关问题

46 李扬
IOT 产业可持续创

新与发展研讨会
厦门

2020 年 10 月 31

日

IOT 产业可持续

创新与发展

47 李扬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

产权法律联盟 2020

年年会暨知识产权

澳门论坛

澳门
2020 年 12 月 10

日

知识产权制度理

论

48 李扬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

权年会
南京

2020 年 11 月 21

日

民法典与知识产

权制度变革中的

著作权问题（担

任会议主持人）

49 王崇

浙江省法学会国家

安全法学研究会会

议

浙江杭州
2020 年 11 月 2

日

主题演讲：“维

护我国海洋公共

卫生安全的立法

理论及体例表

达”

50 王崇
中国海事行政法研

究论坛会议
辽宁大连

2020 年 12 月 5

日

主题演讲：“国

际法视阈下海洋

无人系统航行的

法律边界”



51 王看

第八届南海区域合

作论坛“国际和区

域海洋安全秩序构

建与治理”学术研

讨会

海南文昌
2020 年 12 月 4

日

主题发言：“菲

律宾应对2012年

‘黄岩岛事件’

的策略与启示”

52 王看

第二届菲律宾国家

发展形势研讨会暨

《菲律宾蓝皮书—

—菲律宾发展报告

（2019-2020）》发

布会

广东广州
2020 年 11 月 7

日

主题发言：“总

统的合作意愿、

领导力与菲律宾

南海政策的调

整”

53 卢婧

“国际和区域海洋

安全秩序构建与治

理”学术研讨会

海南文昌
2020 年 12 月 4

日

对现行中美海上

军事安全机制的

若干思考

注：大会报告：指特邀报告。

4.承办竞赛情况

序号 竞赛名称 竞赛级别 参赛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

间

总经费（万

元）

1

广东省法学

会诉讼法学

研究会年会

征文比赛

省级
74 杨建广 正高级

2020 年

8 月 22

日至 11

月14日

2.15

注：竞赛级别按国家级、省级、校级设立排序。

5.开展科普活动情况

序

号

活动开展

时间

参加

人数
活动报道网址

1 2020.6.18 2000 《民法典》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基本法的作用 周林彬教授

2 2020.7.31 348
https://mp.weixin.qq.com/s/tCG9fp8UwsranKFZaV5kZA 周林彬

教授

3 2020.8.15 219
https://mp.weixin.qq.com/s/KqKFEa9MdbfRcNQxoYUv4A 蔡伟副

教授

4 2020.9.19 252 《民法典》中的合同效力判定规则 董淳锷副教授

5 2020.9.26 247
https://mp.weixin.qq.com/s/4yiAx0lsIfn5ayWVSqnqYw

谢琳副教授

6 2020.10.10 204
https://mp.weixin.qq.com/s/hKi0W1yokin3cVL5s59yog

杨彪教授

7 2020.10.17 171
https://mp.weixin.qq.com/s/zI15SWGyZp2uGpcrp9xVFw

廖艳嫔副教授

8 2020.10.24 201 https://mp.weixin.qq.com/s/rlhEip5XOXsDtFvLqCn44g

https://mp.weixin.qq.com/s/tCG9fp8UwsranKFZaV5kZA
https://mp.weixin.qq.com/s/KqKFEa9MdbfRcNQxoYUv4A
https://mp.weixin.qq.com/s/4yiAx0lsIfn5ayWVSqnqYw
https://mp.weixin.qq.com/s/hKi0W1yokin3cVL5s59yog
https://mp.weixin.qq.com/s/zI15SWGyZp2uGpcrp9xVFw
https://mp.weixin.qq.com/s/rlhEip5XOXsDtFvLqCn44g


杨小强教授

9 2020.10.31 108
https://mp.weixin.qq.com/s/5KaGF1XjjC5GZDd00tStZg

郭萍教授

10 2020.11.7 141
https://mp.weixin.qq.com/s/1UwYVNLQ2Nj7V-ZmwKilyQ

谢石松教授

11 2020.11.14 178
https://mp.weixin.qq.com/s/9gWZ5RslwQ2pa7-cqPRkcA

李挚萍教授

12 2020.11.21 148
https://mp.weixin.qq.com/s/4VegyiwlpBHguVUZIsVKVQ 王红一

教授

13 2020.11.28 140
https://mp.weixin.qq.com/s/GnlOGZ34lAoopzZiyQtfIg

丁利副教授

14 2020.12.2 500 124 普法系列活动 公众号“逸仙法学声”

15 2020.4 500 税法进校园 公众号“逸仙法学声”

16

2020.10.23

-2020.10.2

4

500
怀真情、聚合力、强落地，法学院赴连州柯木湾开展扶贫工作 公

众号“中山大学法学院”

6.承办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项目名称 培训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民法典专题讲座

5.8 万（24

场，线上线下

结合）

周林彬 教授
2020 年 6

月-12 月
0.55

注：培训项目以正式文件为准，培训人数以签到表为准。

（三）安全工作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424 人次

是否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伤亡人数（人）
未发生

伤 亡

0 0 √

注：安全责任事故以所在高校发布的安全责任事故通报文件为准。如未发生安全责
任事故，请在其下方表格打钩。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请说明伤亡人数。

https://mp.weixin.qq.com/s/5KaGF1XjjC5GZDd00tStZg
https://mp.weixin.qq.com/s/1UwYVNLQ2Nj7V-ZmwKilyQ
https://mp.weixin.qq.com/s/9gWZ5RslwQ2pa7-cqPRkcA
https://mp.weixin.qq.com/s/4VegyiwlpBHguVUZIsVKVQ
https://mp.weixin.qq.com/s/GnlOGZ34lAoopzZiyQt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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