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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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初以来，中心紧紧围绕“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人才培

养目标，构建“五个融合”为特征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德育与智育、学科

与专业、科研与教学、本科生培养与研究生培养、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相融合，

系统梳理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体系的科学性、完备性和竞

争性，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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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法

院实案诉讼、法律谈判、司法文书、法律检索、法医毒物分析、法医物证学、

法医临床学、法医病理学、等实验课程，选课 1245人次以上，实验教学人时数

超过 70904 人时，教学效果良好。 

此外，中心在法医系继续开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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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实验课程大幅度增加 

 

2021 年度，因受疫情影响，中心采取多种培养方式，充分发挥现有实验教

学设备、仪器，开设更多的实验教学课程，实验课程总人时数比 2020 年增加了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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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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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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因疫情国内及国际竞赛数量有所减少，但中心依然积极选拔学生组队

参加全国及国际性线上或线下比赛共 6场，并取得佳绩。 

（1）中心在 2020 年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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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在 2021 年 3 月 11-12 日线上参加

了亚太地区高校间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模拟法庭竞赛。为打好本次亚太赛，中心

特邀请蔡伟副教授担任赛事教练。 

（2）2021 年 5 月 7 日-10 日，第二届全国民商事模拟法庭竞赛在中国政法大

学昌平校区举办。本届竞赛是由全国高校民商事模拟法庭竞赛组委会主办，中

国政法大学教务处与民商经济法学院联合承办的全国性赛事活动，共有来自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山

大学等 21 个省份的 64 所高校代表队参赛。中心积极选拔并组队参加了该赛事

并获得殿军的优良成绩。选手何梦超荣获小组最佳辩手奖，及整个竞赛的优秀

辩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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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于 2021 年 4 月公布的第二届投资仲裁深

圳杯（FDI Moot Shenzhen 2021）是 FDI Moot（全球三大模拟仲裁法庭竞

赛之一）的中国区资格赛事。中心积极选拔并组队备战，邀请梁丹妮副教

授为教练，比赛于 2021 年 8 月 14-15 日在线上举行，队员谢雪雯同学获比

赛优秀辩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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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心积极选拔并组队，于 2021 年 10 月 29-31 线上参加了第八届（2021）

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该赛事由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法学组联

席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承办。中山大学代表队获优秀奖。中山大学也是主办

方单位之一。 

（5）中心积极选拔并组队参加了 2021 年 11 月 27-28 日的线上第十八届全国

“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2019级张炜同学获优秀辩手奖。 

（6）中心积极选拔并组队于 2021 年 12 月 11-12 日参加了由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和同济大学共同主办的第 15 届中国大陆地区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

并荣获二等奖。 

 

2. 创新训练举措，激励学生积极参赛 

中心本年度对参加的相关赛事有了创新的举措，即在队伍出征前，对参赛

队伍进行一次检验，中心对相关赛事在全院举行一次模拟演练，组织观众主要

是本科二、三年级及研究生一、二年级的同学现场观摩模拟表演赛，旨在充分

调动学生对赛事的积极性，扩充后备力量，同时也让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另，

中心还积极鼓励参赛队与兄弟院校在赛前以及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举行模拟

友谊赛，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进步。 

在毕业生深造及就业方面，2021 届毕业生前往境内外知名高校深造的达

62%，升学比大幅度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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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以及民营企业等，今年去民营企业的学生

人数较往年有所增加，用户满意度评价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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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教师共 74名，兼职人员 2 名，流动人员 1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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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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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在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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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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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别于 2020 年底获得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和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外，中心教师获多项奖励。 

中心多位教师获得重要表彰 

根据粤办函【2021】335 号文件，中心刘恒教授、周林彬教授荣聘为广东

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中心黄瑶教授著作《百年传承：中山大学法科学人》荣

获第七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一等奖，黄瑶老师、庄劲老师荣获广东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三等奖，中心孙莹副教授的学术专著荣获

董必武青年法学家成果奖，中心熊晓彪老师获首届数字正义论坛“司法数字化

的制度探索与发展”青年征文一等奖，邓伟老师在第二十九届全国经济法理论

研讨会上获评一等奖，梁丹妮老师获得第九届中山大学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等。 

三、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中心教学改革情况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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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学校实行大类招生与培养的教学改革， 

中山大学以人才培养为主题，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为核心，为学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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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其中大类招生与培养改革是 2021 年学

校人才培养工作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有利于打破

学科专业壁垒，夯实学生宽厚的人文知识基础，培养学生跨学科文化素养和科

学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引领国际潮流，提升领袖气质，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生第一学年上课不分专业，全部上通识课程，

为了配合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心在类文科生中开设法学概论、法学前沿等两门

课程，各课程分别上 72 学时，计 4 学分，学生到第二学年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

及成绩申请不同的专业。 

 

2.英美法全英班“四位一体”教学与人才培养改革获中山大学教学改

 

 

自 2013 年起中心为本院本科生提供英美法全英文教学课程，该项目包括法

理学、比较宪法、比较民法、公司法、英美法传统、英美侵权法、专利法、司

法制度、国际刑法、法律文书写作与检索、国际商事谈判、环境法与环境政策

等课程。除了来自境外著名大学法学院的短期授课老师外，本院的老师也积极

参与该项目的教学活动。经过 8 年的实践，法学院已有扎实的英美法教学基础

和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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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授课理念和举措上，我们提出了“四位一体”的理念。我们的课程

非常注重训练学生的“四位一体”运用能力，即利用英语对法律专业问题进行

有效的听说读写训练，从实务的角度培养优秀的复合型涉外法律实践人才。“一

体”是指基础理论知识与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国际法和国内法、专业知

识与英语运用等多方面相互配合促进，实现学生涉外法律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

“四位”指专业外语中听说读写这四方面的能力。在“听”上，强调能有效听

懂该领域初中级层次的专业交流和对话。在“读”上，强调阅读原汁原味的英

文案例和文章，并进行有效地分析、问题提炼和逻辑推理，以指导现有问题的

解决。在“说”上，强调学生对专业问题进行有效展示(presentation)，相对准

确、到位地利用英语进行表达；在“写”上，强调学生有效输出，按照国际上

英美法教学中常用的 IRAC 方法 （即 Issue 法律问题、Rule 法律、Application 将

法律应用到本案中、Conclusion 结论），对学生进行英文法律文书的写作训练；

并由老师逐一修改、编校学生的写作样本，并反馈给学生，和学生互动，一对

一地提高学生对自身英文专业写作的认识和实际能力。 

 

3.与律所合作培养涉外律师法律人才 

2021 年 2 月，教育部和司法部设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

培养项目，中山大学入选全国 15 所试点高校名单。我院于 2021 年开始承担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任务，与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

务所、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中伦文德胡百全（前

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德和衡简家骢永本金月（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上海

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6 家联合培养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和创新

涉外法治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

法律实务的涉外律师人才。2021 年我院招收该项目首批 30 名法律硕士研究生，

其中法律（非法学）专业 15 名，法律（法学）专业 15 名，学制均为三年，学

习方式为全日制。中心老师均积极投入该项目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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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学研究情况 

2021年度，中心教师共承担 36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 107篇（其中 CLSCI法学核心期刊论文 8篇，SSCI法学核心期刊论文 18篇,

重要核心期刊 50 篇），出版专著 2 部，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并作大会报告 58 场

次。 

此外，中心黄瑶教授带领本院 9 位研究生集体创作的成果《百年传承：中

山大学法科学人(1924—1953)》获评第七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一等

奖。中心孙莹副教授的学术专著荣获“董必武青年法学家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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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开放运行、安全运行情况 

中心制定并严抓落实《中心安全管理制度》、《中心防火安全条例》、《申请

实验室、研讨室管理规定》，大楼实行 24 小时安全保卫制度，今年又特别更换

了所有到期的消防设备，更换了视频监控系统，既保证学生随时申请使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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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消防及安全意识。本年度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三）对外交流合作、发挥示范引领情况 

（1） 中心通过积极参加全国或国际性大型模拟法庭竞赛，取得良好成绩，

从而影响和扩大中心在全国性比赛的示范辐射与影响效果。 

（2） 中心老师积极拓展各种讲座、学术沙龙等方式，并即使推送在学院

的公众号，以扩大中心的影响力。 

（3） 中心教师因学术影响力，被广东省政府聘为立法顾问、政府咨询专

家或法律顾问，社会服务效益明显增加，为地方法制建设与经济发

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4） 中心教师还积极投入到学院创办的《地方立法》期刊的运作，使本

期刊成为核心期刊之一；同时，中心教师积极投稿并发表论文于全

国各种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从未扩大中心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五、示范中心大事记 

1. 第一届“立法与治理”论坛暨第九届“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研讨会

在中山大学召开 

2021 年 1月 2日至 3日，第一届“立法与治理”论坛暨第九届“法权秩序

与中国道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地方立法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党内法规研

究中心承办，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协办，以

“变动社会中的立法与治理”为主题，采用线下论坛和线上会议结合方式进

行。本次论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的 2020年度国家高端智库

重点活动——“地方立法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系列之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广州互联网法院等理论界和实务界的 80位专

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地方立法研

究》副主编、中山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中心主任谢进杰教授主持。 



12 
 

 

 

2.“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广东省法学会专场报告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3 月 20 日，“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广东省法学会专场暨南粤法治报告

会第八十讲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举行。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心主

任谢进杰教授应邀作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报告会由广

东省委政法委二级巡视员、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姜滨主持，全国人大

代表、律师协会会长、省法学会副会长肖胜方，中山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李明

章等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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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谢进杰教授作辅导报告 

 

参加此次报告会的还有：省法学会部分机关干部，省法学会各研究会和研

究基地，法治社会建设中山大学研究院，广东中立法律服务社部分负责人和骨

干;广州市法学会部分机关干部及所属研究会负责人，中山大学法学院部分领导

和师生，共 200多人。 

 

3.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3 月 26 日-29 日在海口市举办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可持续发展暨实验教学提质创新研讨会，原中心主任杨建广

教授、副主任黄斌及陈开春老师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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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心刘恒教授团队主持起草的“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获全票通过 

2021年 3月 18日，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广州召开。

此次会议的表决中，《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获全票通过。该条例草案由中

山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刘恒教授团队主持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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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大法学学术论坛•法律实务大讲堂第一期顺利举行 

3月 24日下午，“中大法学学术论坛•法律实务大讲堂”第一期在中山大学

东校园法学院模拟仲裁庭顺利举行。为增强学生对涉外法律实务领域的学习、

理解和应用，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与成效，本次法律实务大讲堂特邀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副秘书长兼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杨玲博士以“境外仲

裁机构在中国仲裁——立法回顾、司法演进和前景展望”为主题开展。本次讲

堂由中心罗剑雯教授主持，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广州市律师协会陈健斌

副会长担任评议人。广州市律协多元化争议解决法律专业委员会石新秘书长、

委员代表及中山大学法学院本硕博学生参加了讲堂。 

 

▲中心罗剑雯教授向杨玲博士赠送“中大法学学术论坛•法律实务大讲堂”纪念证书 

 

“中大法学学术论坛•法律实务大讲堂”立足于法学学科的本质、特

征及新时代高端法治人才培养的需求，旨在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

承学术精神，激励学术创新，提升学术影响力，同时积极引导学生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和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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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 

 

6.中心梁丹妮副教授参与撰写的咨询服务报告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根据正式公布的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

科学）评选结果，由中山大学法学院 1991 届校友、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

院长兼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单文华教授主持撰写，中山大学法学院梁丹妮副教

授担任主要撰稿人完成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重要议题评估报告》荣获咨询

服务报告类一等奖——这是本届该类型奖项在全国仅有的两项法学类一

等奖获奖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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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丹妮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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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是目前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高级别的奖项，也是国内公认的全国人文社科领域最具

公信力及影响力的国家级奖项，每三年或四年评选一次。本届评奖范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产出的著作、论文、咨询服务报告和

普及读物，经专家评审、面向社会公示、奖励委员会审议通过和教育部批准，

全国共有 1539 项成果获奖，其中咨询服务报告奖 77 项，含一等奖 10 项、二

等奖 47 项。 

 

7.中山大学在第二届全国高校民商事模拟法庭竞赛中荣获殿军 

2021 年 5月 7日-12日，第二届全国高校民商事模拟法庭竞赛在中国政法

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全国各地共 64支代表队

参赛。中山大学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成为唯一闯入决赛的“985”综合性院

校，并获得全国四强的成绩。同时，主力队员何梦超同学获得小组“最佳辩

手”的奖项。 

中心所选拔并组建的中山大学代表队由法学院 2018级本科生罗锦浩、喻如

兰、何梦超、王治尧和 2019级本科生刘子钰、李佳组成，2017 级本科生黎婉

怡参与研究与指导工作，中心邀请法学院校友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陈一帆律师担任教练，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山大学法学实验教

学中心）副主任黄斌担任赛事组织与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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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代表队队员合影 

 

▲何梦超同学获奖证书 

 

经过初赛、复赛与决赛共三轮紧张激烈的角逐，在参与决赛的四支队伍

中，中山大学代表队在决赛中惜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代表队，获得全国殿军。 

 

8.法学院《地方立法研究》和《中山大学法律评论》入选核心期刊目录 

近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正式发布了新版《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和集刊目录。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中山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地方立法研

究》和学术集刊《中山大学法律评论》分别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

刊扩展版目录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集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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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立法研究》期刊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集刊目录 

 

中山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地方立法研究》和学术集刊《中山大学

法律评论》已逐渐成为激励法学研究、引领法学学术的重要平台，充分体现了

法学院紧扣学校“入主流、立潮头、走出去”战略，推动立体化、全方位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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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坚持专业刊物创办出成效，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以高质量的科研成

果推动内涵式发展。 

 

9. 杨小强教授所著文章被国家税务总局官微转载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的意见》，力求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完善税务监管体系，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中心杨小强教授

就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所撰写的文章《着力完成

最美好的税收征管实践》被国家税务总局官微转载。 

 

 

▲杨小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 

 

10. 中心孙莹副教授专著获第二届法律出版社青年优秀法学学术图书

“金獬豸奖” 

近日，2020年第二届法律出版社青年优秀法学学术图书“金獬豸奖” 公

布获奖名单（按得票数高低排序），中山大学法学院孙莹副教授的学术专著

《中国人大议事规则：原理与制度》在获奖作品中位列第一。  

法律出版社设立青年法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用于资助法学学术著作出版

和奖励优秀法学图书，旨在支持优秀法学学术著作出版,扶持具有较大潜力的青

年学者。2020年第二届“金獬豸奖”评选从 2020年 11月启动，共收到编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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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作者自荐申报图书共计 28部。经图书质检、复核，出版社编辑委员会初

评，相关领域专家书面复审，出版社学术委员会委员投票，最终 7部作品获

奖。  

 

▲2020 年第二届“金獬豸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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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议事规则：原理与制度》一书                ▲中心孙莹副教授 

11.中山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中心２０２１年度工作会议暨迎接教育部评估

筹备工作会议召开 

２０２１年７月８日，法学实验教学中心召开了“中山大学法学实验教学

中心２０２１年度工作会议暨迎接教育部评估筹备工作会议”。中心黄斌副主

任做了题为《中心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专题报告，描述了中心的历史、现

状、中心存在的问题及与其它院校之间的差距、以及解决问题的初步设想及建

议等。 

 

▲现场与会照片 

１2.法学院召开研究生培养方案专家论证会暨人才培养小型研讨会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法学院根据学校安排

启动了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7月 29 日，法学院召开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

专家论证会暨研究生人才培养小型研讨会（线上线下结合）。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车浩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聂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程雷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务办副主任徐晓颖老师、北京市金杜（广州）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晓光律师等兄弟院校专家与行业专家应邀出席，中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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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张亮教授、陈毅坚副院长、院长助理陈惠珍副教授、研究

生秘书姚金芳老师、法律硕士项目秘书佘泽敏老师等参加会议，会议由陈毅坚

副院长主持。 

法学院将以本次会议成果为基础，充分借鉴吸收兄弟院校的有益经验，进

一步明晰研究生培养定位，突出培养特色，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强化课程教学

管理，创新教学方式，合理设计培养环节，加强培养关键环节质量监控，加强

对学位论文的质量审核，以不断提升我院研究生教育质量，实现“德才兼备、

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人才培养目标。 

 

13.光明日报记者专访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张亮：横琴、前海合作区具有重要

的法律意义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横琴方案》

和《前海方案》），引发了各方关注。日前，光明日报记者就《横琴方案》和

《前海方案》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专访了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张亮教授。 

 

▲光明日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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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学院学子在第六届广东省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比赛中荣获第一名 

10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广东省演讲比赛高

校组决赛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本届比赛突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

贯彻领会，同时结合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民

法典等相关内容，全面考察选手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宪法法治知识的理解

和掌握。 

在这个强者如云的赛场上，我院 2019级本科生钟嘉慧同学取得了第一名

的好成绩。钟嘉慧同学展示了自己的演讲才能和对宪法知识的理解，讲述了

自己与宪法的故事、与建设法治中国的关系，抒发了自己对树立宪法权威的

信心和对建设法治中国的美好愿景，最终凭借自身扎实的专业知识，沉着应

战，表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并荣获第一名。 

 

 

▲钟嘉慧同学在比赛中 

 

15.“网络法研究新航线：思想与实践”学术工作坊在中山大学

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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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月 2 3 日 - 2 4 日，“网络法研究新航线：思想与实践”学术

工作坊在中山大学南校园举行。本次工作坊由中山大学法学院、

《地方立法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财经大学

和中山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广州互联网法院、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等单位的三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活

动。工作坊采取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网络法研究新航线：思想与实践”学术工作坊合影 

本次工作坊开幕式由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地方立法研究》副主

编谢进杰教授主持，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张亮教授、《地方立法研究》主

编黄瑶教授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胡凌副教授先后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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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张亮教授致辞 

 

 

▲《地方立法研究》主编黄瑶教（中心成员）授致辞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地方立法研究》副主编、中心主任谢进杰教授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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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工作坊设置了“数据与财产”“算法治理”“隐私与侵权”“规制与

司法”四场专题讨论，以及“《标签》与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法”“网络法研

究新航线”两场圆桌讨论。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与犀利点评充分调动了现场听

众的学术热情，使广大师生得以聆听有关网络法研究的高质量学术讨论。 

 

16.中心阙占文副教授获第三届“撷英青年环境法学优秀人才奖” 

10 月 17日上午，第三届阿里巴巴“撷英青年环境法学优秀人才奖”颁奖

仪式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中心阙占文副教授荣获第三届阿里巴巴“撷英青年

环境法学优秀人才奖”三等奖。 

第三届“撷英青年环境法学优秀人才奖”共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

三等奖五名。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于今年 3月发布了《第三届阿里

巴巴“撷英青年环境法学优秀人才奖”申报通知》并受理奖项申报，根据《撷

英青年环境法学优秀人才奖评奖办法》等相关规定，教研委特邀资深环境法学

教授和委员共计 20 人作为评委，并先后进行了书面评审和线上教学演讲面试评

审。经过两轮评审和得分统计，我院阙占文副教授以总分排名第四名荣获三等

奖。 

 

▲第三届阿里巴巴“撷英青年环境法学优秀人才奖”  

颁奖仪式（右二为阙占文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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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心黄瑶教授团队研究成果荣获第七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第七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揭晓，获奖成果包括一等奖 3 项，二

等奖 6 项，三等奖 10 项。我院黄瑶教授带领本院 9 位研究生集体创作的成果

《百年传承：中山大学法科学人(1924—1953)》获评第七届“中国法学教育研

究成果奖”一等奖。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是为繁荣法学教育研究，推动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

研究会、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北京市曾宪义法学教育与

法律文化基金会设立的全国性法学教育研究奖项。 

 

《百年传承：中山大学法科学人(1924—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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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心两位教师论文荣获中国法学会相关研究会优秀学术成果奖 

中心蔡伟副教授和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高级讲师 Jonathan Kolieb

合作撰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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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获得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优秀学术成果

奖二等奖。 

中国国际私法优秀学术成果奖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为奖掖与激励中国国际

私法学者的学术研究，提升国际私法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和促进我国国际

私法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设立的奖项，2021年经评审确定 “中国国际私法优秀学

术成果奖”作品 10 件，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奖 8项。 

 

 

▲中国国际私法优秀学术成果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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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邓伟助理教授的论文《从经济法责任到经济法后果：范式转变及其哲

学基础》在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经济法总论优秀论文征文

评奖活动中荣获一等奖（本届评奖活动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 

 

19. 法学院学子钟嘉慧在第六届“学宪法讲宪法” 比赛中荣获全国冠军 

11 月 30日，由教育部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

总决赛在线上举办。来自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147名优秀选手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深

入学习宣传宪法”的主题展开激烈的角逐，讲述他们“学宪法”的精彩故事。

中山大学法学院 2019 级本科生钟嘉慧作为广东省高校选手(10 月 12日广东省

比赛第一名)，凭借其卓越的表现，荣获全国总决赛高校组冠军。 

 

▲钟嘉慧同学在决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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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员队伍建设亟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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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原主任杨建广教授已于２

０２０年５月退休，２０２１年９月，中心另一位专业教师李莉也因其他原因

调离中山大学。中心原办公室主任陈开春老师也于 2021 年 10 月退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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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还应当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激励机制。  

（二）实验教学课程改革有待加强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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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在信息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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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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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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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中心日常实验教学经费 5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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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与广东省公安、法院、检察、律所及监狱等部门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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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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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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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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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示范中心数据 

（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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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2 万元 设备台数 2646 台 

经费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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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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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管领导 教学、管理 博士 博士生导师 

2 杨建广 男 1960 正高级 
示范中心 

主任 
教学、管理 博士  

3 郭天武 男 1970 正高级 
示范中心 

副主任 
教学、管理 博士 博士生导师 

4 赵虎 男 1962 正高级 
示范中心 

副主任 
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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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本科  

7 任强 男 1970 正高级 其他 教学、管理 博士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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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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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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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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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秦伟 男 1973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博士生导师 

56 阙占文 男 1979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7 陈惠珍 女 1985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8 谢琳 女 1984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9 苗波 男 1978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0 杜金 女 1982 副高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1 李洁琼 女 1982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2 潘炫明 男 1983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3 李建金 男 1963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4 时燕薇 女 1980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5 李良 女 1985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6 刘小山 男 1968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7 刘水平 男 1968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8 乌日嘎 女 1987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69 毕启明 男 1968 中级 其他 技术 博士  

70 王崇 男 1991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71 邓伟 男 1991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72 宫廷 女 1989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73 郭晓然 女 1962 初级 其他 教学 大专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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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锐兰 女 1965年 法官 
广州市中

院庭长 
教学 博士 挂职 

2 刘胜飞 男 1982年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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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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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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出生

年份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工作期限 

1 彭箫剑 男 
1990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2 焦运波 男 
1982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3 黄泽萱 女 
1986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4 罗恬漩 女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5 杜浩渺 女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6 卢婧 女 
1985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7 丁婧文 女 
1992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8 薛文超 男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9 赵伊 女 
1987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10 李江峰 男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11 王看 男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12 严林雅 女  
1991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13 满涛 男 
1990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2021

年 

14 陈衍桥 男 
1989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20 年-2021

年 

15 吕川 男 
1988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20 年-2021

年 

16 刘捷 女 
1991

年 
其他 中国 中山大学 进修学习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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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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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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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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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 

委

员 

中

国 

司法部

司法鉴

定管理

局（已 

退休） 

校

外

专

家 

网络会

议 1次 

3 

任 克

勤 
男 1959年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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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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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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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 

委

员 

中

国 

辽宁大

学 

校

外

专

家 

网络会

议 1次 

7 杜宇 男 1976年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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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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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实验中心实验课程信息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年级 学

时 

专业 人数 人时数 

1 示范法院实案

诉讼 

2019级本

科生 

144 法学 18 2592 

2 模拟刑事诉讼 2020级本

科生 

36 法学 91 3276 

3 刑事诉讼 2020级本

科生 

54 法学 130 7020 

4 法律诊所 2018级本

科生 

72 法学 18 1296 

5 示范法院实案

诉讼 

2018级本

科生 

144 法学 15 2160 

6 法律职业伦理 2018级本

科生 

36 法学 178 6408 

7 国际商事仲裁

理论与实务 

2018级本

科生 

36 法学 27 972 

8 司法文书 2018级本

科生 

36 法学 34 1224 

9 法律实务 2019级本

科生 

36 法学 80 2880 

10 法律与人工智

能 

2020级本

科生 

36 法学 40 1440 

11 法律谈判 研究生

2019级 

36 法律（非法学）全

日制 

95 3420 

12 模拟法庭 研究生

2019级 

54 法律硕士非全日制 57 3078 

13 法律谈判 研究生

2019级 

36 法律硕士非全日制 57 2052 

14 模拟法庭 研究生

2020级 

54 法律硕士全日制 133 7182 

15 法律谈判 研究生

2020级 

36 法律（法学）全日

制 

66 2376 

16 法律检索 研究生

2021级 

36 法律硕士非全日制 64 2304 

17 涉外法律检索 研究生

2021级 

36 涉外律师 30 1080 

18 
法医精神病学

专业见习 

2017级本

科生 
160 法医学 23 3680 

19 法医毒理学 
2019级本

科生 
12 法医学 19 228 

20 法医人类学 
2020级本

科生 
14 法医学 16 224 

21 
法医物证学专

业见习 

2017级本

科生 
160 法医学 23 3680 

22 
法医毒物分析

专业见习 

2017级本

科生 
160 法医学 23 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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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法医病理学专

业见习 

2017级本

科生 
160 法医学 23 3680 

24 
法医临床学专

业见习 

2017级本

科生 
160 法医学 23 3680 

合计     1245 7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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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个 

年度开设实验项目数 19个 

年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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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人 

学生发表论文数 篇 

学生获得专利数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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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实验教学

体系与新时代

高端法治人才

培养模式 

 
杨建广、

谢进杰 
 2020-2021 8  

2 
“四位一体”

的普通法全英
 蔡伟  2020-20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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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学改革研

究 

3 刑事诉讼法  杨建广  2020-2021 7  

4 海商法  郭萍  2020-2021 6  

5 法律诊所  罗剑雯  2020-2021 8  

6 国际法  
黄瑶、王

崇 
 2020-2021 1  

7 法理学  
邓伟平、

丁建峰 
 2020-2021 1  

8 宪法  
郑琼现、

孙莹 
 2020-2021 1  

9 

人工智能对法

学教育的机遇

和挑战 

 

 蔡伟  2020-2021 1  

10 

基于犯罪现场

重建的探究性

学习的卓越法

医学人才培养

体系的探索 

中山大学

校级教学

成果奖一

等奖 

赵虎 

赵虎、

成建

定、孙

宏钰、

王小

广、时

燕薇、

欧雪

玲、叶

小菁、

曾燕

妮’ 

2021 年 1  

11 
法医病理学案

例分析 

广东省课

程思政改

革示范项

目 

成建定 成建定 2021 年 0.5  

12 

基于 Baysian 

Network分析框

架对法医混合

DNA进行家系信

息深度挖掘的

研究 

中山大学

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

目 

欧雪玲 欧雪玲 2021 年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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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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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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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1

5-

2025.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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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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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1

5-

2024.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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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2

0-

2022.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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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5.1

4-

2021.5.1

4 

60 国家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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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5 省部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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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7.7 

5 省部级 

8 企业合规专项咨询  
周林

彬 

周林彬#006607;李春

荣;王睿;陈尔博 

2021.10.

8-

2022.10.

8 

8 其他 

9 

香港国安法关于危害

国家安全的四类罪行

研究 

JBF2021

第 06号 

严林

雅 

严林雅#186325;卢婧;

金燚;魏湘粤 

2021.10.

21-

2022．12

.31 

5 省部级 



43 
 

10 
深圳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机制比较研究 
 张亮 

张亮#050163;丁婧文

#196819;刘松涛;陈希

聪;刘捷#216307 

2021.10.

1-

2022.4.3

0 

23.2

925 
其他 

11 

2020年度法治广东

建设考评社会评估

（包二、包三） 

 陈颀 

陈颀#180332;张潮

#190246;吕万#130192;

刘捷#216307;权思帆;

钟沁怡;曾俊森;麦思

敏;朱冰;徐翼;施付伟;

张志奇;郜文风;白晟

辉;陈哲洵;冯莉媛;彭

婧茹;曾回归 

2021．4.

15-

2021.12.

31 

30 其他 

12 

英文版《中国(湖北)

自由贸易试验区示范

仲裁规则》研究 

 刘瑛 刘瑛#210179 

2021.8.1

-

2022.1.3

1 

8 其他 

13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责

任制和执法程序文书

制度研究 

 刘诚 刘诚#050161 

2021.7.1

-

2021.12.

31 

6 其他 

14 

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立法有关问题研

究 

 黄瑶 

黄瑶#005020;刘诚

#050161;伍俐斌

#170160;庄瑞银;王禹

#160275;邢益强;王崇

#200137;陈惠珍

#200534;毋文文;刘思

海;黎东铭;王薇;王儒;

王可瑶;史吏;朱宇迪;

袁皓莹;徐琬晴;梁钰

芸;张书凝;张明宇;魏

宗楠 

2021.9.2

7-

2021.11.

15 

10 其他 

15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修

订 

 
彭箫

剑 

彭箫剑#196820;杨雷;

程晓娅;梁树森;吴永

良;刘文龙 

2021.6.2

3-

2022.6.2

3 

10 其他 

16 
新信息隐私权的现状

和未来 
 

张民

安 
张民安#005615 

2021.9.2

5-

2024.9.1

0 

6 其他 

17 
水域治安管理立法技

术服务项目 
 刘诚 

刘诚#050161;刘恒

#004116;刘忠#160254;

陈颀#180332;赵亚娟;

潘智源;张莹;钟政;郭

静燕;余茂阳;刁颖嘉 

2021.6.1

6-

2021.8.3

1 

35 其他 

18 

《河源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前期调研与

法规草案起草工作 

 陈颀 

陈颀#180332;吕万

#130192;刘捷#216307;

权思帆;钟沁怡;麦思

2021.3.1

-
14.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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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曾俊森;朱冰;徐翼;

陈哲洵;白晟辉;彭静茹 

2021.12.

31 

19 

平安建设评价指标体

系及 2020年平安广

东建设（市、 县）

情况报告 

 
郭天

武 

杨建广#001367;郭天武

#006132;罗恬漩;潘炫

明#180392;段陆平;谭

云峰;谭雨菲;陈牧杭 

2021.6.2

3-

2022.10.

31 

50 其他 

20 
中新广州知识城权限

梳理研究 
 苗波 

苗波#170192;李挚萍

#004648;阙占文

#160326;陈惠珍

#200534;彭箫剑

#196820;程晓娅;刘文

龙;范小慈;梁树森 

2021.7.1

4-

2022.7.1

4 

77 其他 

21 
BBNJ协定中的传统

知识问题 
 谢琳 谢琳#140231 

2021.5.2

5-

2021.10.

25 

3 其他 

22 

2020年广东省地方

法治建设成果梳理研

究 

GDLS

（2021）

C4 

彭箫

剑 

彭箫剑#196820;王真

平;张莹;余晨然 

2021.3.1

4-

2021.4.1

4 

0.3 厅局级 

23 
海洋法（2021 年

度） 

31102101

6 
黄瑶 

黄瑶#005020;张海文;

苗波#170192;郭萍

#180331;李挚萍

#004648;张亮#050163;

古小东;余民才;何丽

新;阙占文#160326;陈

惠珍#200534;蔡伟

#180246;伍俐斌

#170160;郭天武

#006132;王禹#160275;

赵焕庭;吴慧;张良福;

张卫彬;郭红岩;曲波;

罗国强;冯梁;杨晓楠;

涂广建;廖艳嫔

#090053;王承志

#050162;陈毅坚

#080162;李洁琼

#130342;谢琳#140231;

覃丽芳#180394;宋英;

郑志华;赵亚娟;宋伟

莉;白续辉;易在成;王

崇#200137;邢望望;吕

方园;王堉苓;张婧博;

徐晶琛;杜浩渺

#196650;王看#196614;

郭雨晨;陈石;卢婧

#186605;张文广;吴木

銮;曹建平#180248;金

2021.1.1

-

2021.12.

31 

44 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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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180004;谷名飞

#167101;王赫;江旻;袁

曾 

24 

全球海洋治理的国家

实践及其发展态势研

究 

20VHQ005 黄瑶 

黄瑶#005020;张新军;

伍俐斌#170160;林兆

然;王承志#050162;黄

明明;卢婧#186605;高

晨晨;罗国强;王崇

#200137;李人达;阙占

文#160326;谷名飞;易

琪;王看#196614;韩珍;

殷克东;黄影;苗波

#170192;张祖兴

#005393;徐琬晴;卜凌

嘉;郭雨晨;张明宇;李

任远;张卫彬;蔡伟

#180246;廖雪霞;覃丽

芳#180394;庄瑞银;李

钧豪;吴慧;陈惠珍

#200534;杨文澜;袁曾;

邱文弦;马博;唐雅;王

薇;张书凝 

2021.3.1

5-

2023.3.1

5 

60 国家级 

25 

《江门市华侨华人文

化交流合作促进条例

（草案）》立法起草 

 
郑琼

现 

郑琼现#020097;张颖;

王轩;陈婕 

2021.4.2

0-

2022.12.

31 

15 其他 

26 

从“礼治”到“法

治”——“公序良

俗”的现代诠释 

20SFB300

4 
赵伊 

赵伊#196168;马竞遥;

王慕蕴;武暾;郭雨晨 

2021.1.1

8-

2022.12.

31 

2 省部级 

27 
中山大学党内法规研

究中心项目 

2021PTYX

004 

高秦

伟 

高秦伟#180701;韩光明

#060082;吕万#130192;

杨振;林北征 

2021.1.1

-

2021.12.

31 

28 校级 

28 
“国内法治创新动

向”课题研究 
 

谢进

杰 

谢进杰#060079;黄蔚

菁;吴晓楠;王浩宇;张

芯源;左瑞芳;陈希捷;

刘妍;巢志雄#130224;

陈衍桥#206074 

2021.1.1

-

2022.3.3

1 

9 其他 

29 
佛山市严重精神障碍

社区管理模式研究 
 

丁婧

文 

丁婧文#196819;胡汝为

#080117;张亮#050163;

刘汝青#012070;卢俊

峰;贺宁;吴婷婷 

2021.4.1

3-

2021.6.1

3 

6 其他 

30 

中青年教师科研能力

提升—法学院（知识

产权学院、中英国际

海事法学院） 

2021qntd

56 
张亮 

张亮#050163;陈衍桥

#206074;彭箫剑

#196820;丁婧文

#196819;吕川#206913;

2021.1.1

-

2021.12.

31 

9.2 校级 



46 
 

李江峰#196793;任昊;

杨雷;程晓娅;梁树森;

刘文龙;吴堉琳;吴易

泽;张莹 

31 

南海武装冲突和台海

冲突的国际法问题及

对策 

2021ZD09 黄瑶 

黄瑶#005020;伍俐斌

#170160;林兆然;杨文

澜;徐琬晴;朱宇迪;张

书凝 

2021.4.1

-

2022.3.3

1 

10 其他 

32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与对策 

2021ZD06 
陈 

毅坚 

陈毅坚#080162;郭天武

#006132;李懿艺;刘伟

宏;吕嘉淇;陈梓瀚 

2021.4.1

-

2022.3.3

1 

10 其他 

33 
针对港澳的国际制裁

与反制裁研究 
2021ZD02 

郭天

武 

郭天武#006132;卢诗

谣;陈思亦;吕嘉淇;李

峥 

2021.4.1

-

2022.3.3

1 

10 其他 

34 

核受体 RORgt 的链接

区域作为小分子干预

靶点的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柏川 柏川 2021 63 国家级 

35 

微单倍型高通量测序

在混合样本亲缘关系

分析中的应用探索 

广东省基

础与应用

基础研究

基金自由

申请项

目，

2021A151

5010585 

欧雪

玲 
欧雪玲 2021 10 省部级 

36 

伏隔核 TET3 介导的

DNA去甲基化在调控

恐惧记忆过度泛化中

的作用 

广东省自

然科学基

金-面上

项目 

赵虎 赵虎 202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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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三个体

组合亲缘关

系鉴定方法

及装置 

ZL201711092467.3 中国 孙宏钰 发明

专利 

独立

完成 

2 

生物样品的

紫外光交联

实验台 

ZL202022126131.8 中国 柏川 发明

专利 

独立

完成 

3 
用于人体个

体识别和/

ZL201710828377.X 中国 黄二文 发明

专利 

独立

完成 



47 
 

或亲权鉴定

的遗传标记

及其检测方

法和试剂盒 

4 

生物学全同

胞关系鉴定

技术规范 

SF/T 0117-2021 中国 孙宏钰 技术

规范 

独立

完成 

5 

easykin亲

缘关系鉴定

分析软件 

2021SR1180450 中国 孙宏钰 软件

著作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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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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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专

责机关 

 

高秦伟 《法学评论》 
2021 年第 6 期 

 

法学

核心

CLSCI 

独立完

成 

3.  

寻找实现行政正义的

最佳方式 

 

高秦伟 
《中国政法大学学

报》 

2021 年第 6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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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安全纳于中国涉

海立法的证成与规范

考量 

 

王崇 

 

《中国海商法研

究》 

2021 年第 3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5.  

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

法权划分的原则和机

制探讨 

 

李挚萍 

 

《中国地质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1 年第 5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6.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的司法适用——

基于正犯性视角的教

义学展开 

 

陈毅坚 《地方立法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7.  

违约金酌减裁判中的

认知偏差及其修正 

 

杨彪 

 
《广东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5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8.  

营商法治环境建设中

的预约合同效用分析

———以内外制度变

迁为视点 

 

孙莹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9.  
居住权的设立与行使 

 

李正华 

 
《政法学刊》 

2021 年第 4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10.  

“陆海统筹”的法律

内涵及法律实现路径 

 

李挚萍 

 

《华南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1.  

法律文本组织技术的

方法危机——反思

“互联网专条” 

 

谢晓尧 《交大法学》 
2021 年第 3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12.  

营商法治环境建设中

的预约合同效用分析

———以内外制度变

迁为视点 

 

杨彪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3.  

风险社会的立法法理

学-不确定性、社会

选择与程序正义 

 

丁建峰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14.  

法国民法中意思自治

原则的新发展 

 

张民安 

 
《法治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15.  

过失犯归责构造之反

思与重构 

 

陈毅坚 

 

《国家检察官学院

学报》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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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市场事前监管向事中

事后监管转变的经济

法阐释 

 

董淳锷 

 
《当代法学》 2021 年第 2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17.  

“革命的保卫者”—

“大公安”格局发生

的历史缘起 

 

刘忠 《学术月刊》 
2021 年第 6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18.  

陆海统筹视域下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

系重构 

 

李挚萍 

 
《中州学刊》 

2021 年第 6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19.  

自然保护地分区管控

的法律表达 

 

阙占文 

 

《甘肃政法大学学

报》 

2021 年第 3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20.  

菲律宾领土“条约界

限”在中菲南海领土

争端上的地位和证明

价值 

 

王看 

 
《东南亚研究》 

2021 年第 2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21.  

论母国对跨国公司域

外侵害人权的预防义

务——兼评“跨国公

司与人权”国际法律

文书草案的预防条款 

 

黄瑶 《学术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22.  

主观权利理论与罗马

法体系 

 

巢志雄 
《苏州大学学报(法

学版)》 

2021 年第 2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2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引入人权因素：缘

由、功用与对话机制 

 

黄瑶 
《深圳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24.  

传统法文化中的价值

评判基准——从胡适

的《中国传统中的自

然法》切入 

 

马作武 

 
《广东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3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25.  

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立法探析 

 

郭天武 
《上海政法学院学

报(法治论丛)》 
2021 年第 3 期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26.  

我国专利法的域外适

用问题研究 

 

韩书立 

 
《法学评论》 

2021 年第 4 期 

 

法学

核心

CLSCI 

独立完

成 

27.  

新冠肺炎疫情对法学

教育的挑战与应对—

—以实证调研为基础

的分析 

黄瑶 《中国大学教学》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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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刑事没收违法所得的

判断规则与法律效果 

 

严林雅 

 
《公安学刊》 

2021 年第 3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29.  

刑事对物诉讼视角下

我国第三人没收理论

的完善 

 

严林雅 

 
《政法学刊》 

2021 年第 2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30.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法治思想为指导

推进环境法治发展 

 

李挚萍 

 
《法治社会》 2021 年第 2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31.  

跨境 B2C 数字化交

易增值税课税的困境

与出路 

      ——对 OECD《国

际增值税指南》政策

建议的检思与启示 

 

宫廷 《国际税收》 
2021 年第 3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32.  

牵连夹结与法条竞

合:数额犯之罪数问

题 

 

庄劲 
《中国刑事法杂

志》 

2021 年第 1 期 

 

CLSCI

法学

核心 

独立完

成 

33.  

“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法治支撑与保障

——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为例 

 

郭天武 
《特区实践与理

论》 
2021 年第 1 期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34.  

监管逻辑视角下公共

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

的制度建构 

 

黄泽萱 

 
《法学》 2021 年第 1 期 

CLSCI

法学

核心 

独立完

成 

35.  

国际规制合作: 一个

概念的解析与界定 

 

张亮 
《国际经济法学

刊》 

2021 年第 2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36.  

合同要式之中美比

较：民法典不动产合

同要式之基础 

 

温威 

《South Carol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2020 年第 16.3 期 

 

重要

核心

（境

外） 

独立完

成 

37.  

国家豁免对国际投资

仲裁裁决有效执行的

影响及其克服 

 

张亮 《政治与法律》 
2021 年第 1 期 

 

CLSCI

法学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38.  

监管逻辑视角下公共

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

的制度建构 

 

黄泽萱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2021 年第 6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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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国《民法典》中隐

私权的特殊侵权判定

标准研究 

 

张民安 《重庆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5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40.  

《民法典》空间所有

权制度研究 

 

张民安 《河南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3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41.  

市场事前监管向事中

事后监管转变的经济

法解释 

 

董淳锷 《当代法学》 
2021 年第 2 期 

 

CLSCI

法学

核心 

 独立

完成 

42.  

律例之外：清代巴县

的“爪牙”们 

 

杜金 《新京报》 
2021 年 9 月 3 日 

 
一般 

独立完

成 

43.  

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有

效实施必须科学厘清

不同主体的责任 

 

蔡伟 《地方立法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44.  

从《新加坡调解公

约》看我国商事调解

的改革 

 

蔡伟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1 年第 2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45.  

国际法和人工智能

（译作） 

 

蔡伟 《法治论坛》 
2021 年第 1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46.  

碳中和目标下海洋地

球工程的国际法规制

和政策启示 

 

杜浩渺 

 
《中国环境管理》 

2021 年第 6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47.  

《商业银行法》修订

背景下的绿色信贷政

策法律化 

 

王红一 《财经法学》 
2021 年第 1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48.  

地方立法研究：范

围、机制与前瞻——

以《地方立法研究》

为样本 

 

孙莹 《地方法制评论》 
第六卷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49.  

完善对设区的市的立

法监督机制 

 

孙莹 《人民之声》 
2021 年第 2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50.  

围绕“十四五”规划

发挥地方人大作用 

 

孙莹 《人民之声》 2021 年第 3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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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代表建议办理就是要

制度化 

 

孙莹 《人民之声》 2021 年第 4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52.  

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

法权 

 

孙莹 《人民之声》 2021 年第 5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53.  

如何认识地方立法中

的“放水”现象 

 

孙莹 《人民之声》 
2021 年第 6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54.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之理论体

系初探 

 

孙莹 《人大研究》 
2021 年第 7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55.  

如何认识地方立法

“同质化”现象 

 

孙莹 《人民之声》 2021 年第 7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56.  

点赞广东基层人大代

表工作 

 

孙莹 《人民之声》 
2021 年第 8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57.  

人大换届选举 优化

代表结构 

 

孙莹 《人民之声》 
2021 年第 10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58.  

试论设区的市人大制

定地方性法规报省级

人大常委会的“批

准”机制 

 

孙莹 《人民之声》 2021 年第 10 期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59.  
中国人大议事规则：

原理和制度 
孙莹 法律出版社 2020.12 专著 

独立完

成 

60.  
面向“制度上游”的

法学教育 
刘诚 《法学教育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6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

我国外派船员劳动权

益保障研究 

 

郭萍 

2021 年“世界海员

日”主题论文集 

 

2021 年 6 月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62.  

对放射性废物海洋处

置国际法规范的审视

及思考 

 

郭萍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

国际法研讨会暨中

国国际法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021 年 5 月 

 
一般 

独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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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我国邮轮污染海洋环

境监管问题研究 

 

郭萍 《法治论坛》 
2021 年第 4 辑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64.  

中美邮轮船医配备问

题比较 

 

郭萍 《中国职业医学》 
2021 年第 4 期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65.  

行政法调整对象的三

重叙事 

 

毛玮 

 

《中山大学法律评

论》 
2021 年第 18 卷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66.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海

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治体系建设 

 

陈惠珍 《中华环境》 2021 年第 5 期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67.  

旅游目的地安全理论

下海南三沙生态环境

风险治理机制研究 

 

陈惠珍 《旅游纵览》 2021 年第 7 期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68.  

认罪认罚刑事程序：

实证与比较的学术叙

事 

 

谢进杰 
《中山大学法律评

论》 

第 18 卷第 1 辑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69.  

论文写作的三重检

阅、三维标准和十五

个误区 

谢进杰 

《民主与法制时

报》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一般 

独立完

成 

70.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谢进杰 

《百名法学家百场

报告会暨南粤法治

报告会文集（第三

卷）》（法律出版

社） 

 

2021 年 12 月 30 日 

 
一般 

独立完

成 

71.  
无用之用 

 
丁建峰 

《北大金融评论》 

 

2021 年第 3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72.  

“打早打小”政策与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

定 

 

杨方泉 

 
《政法学刊》 

2021 年第 5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73.  

从实体到程序法：国

有与私营企业平等保

护之更优路径 

 

庄劲 
《Chinese 

Studies》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境

外）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74.  

数据课税理论与制度

选择 

 

邓伟 

 
《税务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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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消费税的立法逻辑及

其展开——功能定

位、课税原则与课税

要素完善 

 

邓伟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学报》 

2021 年第 5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76.  

税收政策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的问题及其对

策 

 

邓伟 《法商研究》 
2021 年第 6 期 

 

CLSCI

法学

核心 

独立完

成 

77.  

The Legal Framework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under 
UNCLOS: Present and 

Prospects 

 

黄瑶 

《New Marine 

Technologie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2021. 10 

 
境外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78.  
论数字作品转售不适

用首次销售原则 

丁婧文 

 
《学术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79.  

论我国《著作权法》

合理规避制度的完善 

 

丁婧文 

 
《北方法学》 

2021 年第 4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80.  

刑法理论的比较教学

方法 

 

杨鸿 《教育教学论坛》 2021 年 10 月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81.  

多边主义视角下的

“退出外交”及其规

范解读 

 

李将 
《中国国际法年

刊》 

2021 年 10 月 1 日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82.  

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

的不对称性研究 

 

聂立泽 《政法学刊》 
2021 年第 1 期 

 
一般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83.  

网络黑产供给链的结

构特征与治理模式 

 

满涛 《学术论坛》 
2021 年第 3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84.  

未成年人利益最佳与

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

——兼评《刑法修正

案(十一)》第一条 

 

满涛 《河北法学》 2021 年第 7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85.  

信息网络犯罪管辖权

的规则冲突与协调路

径 

 

满涛 

《湖南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1 年第 2 期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86.  

从 2019 年《海牙判

决公约》的声明机制

看国际立法协调 —

罗剑雯 
《中山大学法律评

论》 

第 18 卷第 1 辑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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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诉讼费用问题为

例 

 

87.  

是妻抑妾：民国新会

何氏告夫妨害婚姻之

诉中的众声喧哗 

 

丁艳雅 

 

《中山大学法律评

论》 

第 18 卷第 1 辑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88.  

民国后期监察职权评

析 

 

丁艳雅 《当代检察官》 
2021 年第 4 期 

 
一般 

独立完

成 

89.  

《民法典》的中国之

问与解决方案 

 

周林彬 《地方立法研究》 
2021 年第 2 期 

 

重要

核心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90.  

数据权利配置的立法

思路 

 

周林彬 《人民论坛》 
2021 年 05 月下 

 

重要

核心 

独立完

成 

91.  

民法典的中国特色与

制度自信 

 

周林彬 《广州日报》 
2021 年 01 月 04 日 

 
一般 

独立完

成 

92. 1 

A case of 
heteropaternal 

superfecundation 
identified by 

microhap sequencing 
of maternal plasma 

cell-free DNA 

欧雪玲 
 Forensic Sci Int 

Genet 
2021, 51, 102458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93. 2 

Characterization of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Nigerians Residing in 

Guangzhou Using 
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 

孙宏钰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 

Genetics 

2020 Sep;48:102323.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94. 3 

Pairwise kinship 
testing with 

microhaplotypes: Can 
advancements be 
made in kinship 

inference with these 
markers? 

孙宏钰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2021 Aug;325:110875.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95. 4 

Noninvasive Prenatal 
Paternity Testing with 

a Combination of 
Well-Established SNP 

and STR Markers 
Using 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 

孙宏钰 Genes (Basel) 2021 Mar 22;12(3):454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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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5 

Developmental 
validation of the 

MGIEasy Signature 
Identification Library 
Prep Kit, an all-in-one 
multiplex system for 
forensic applications 

孙宏钰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 

2021 May;135(3):739-753.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97. 6 

Identification and 
sequencing of 59 

highly polymorphic 
microhaplotypes for 

analysis of DNA 
mixtures 

孙宏钰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 

(2021) 135:1137–1149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98. 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new 18 
X-STR typing assay for 
forensic applications 

孙宏钰 Electrophoresis 2021 Mar;42(6):766-773.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99. 8 

Linkage an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among 

the markers in the 
forensic MPS panels 

孙宏钰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2021 Sep;66(5):1637-1646.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00. 9 

KETAMINE FOR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AND IT’S 

POSSIBLE 
THERAPEUTIC 
MECHANISM 

王小广 
Neurochemistry 

International 
2021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01. 1

0 

Determination of 
Metabolic Phenotype 

and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the 

Liver of Heroin 
Addicted Mice with 

Hepatotoxicity 

李良 Life Sciences 2021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02. 1

1 

Major and trace 
elements changes of 

female 
methamphetamine 
addicts during six 

months’ compulsory 
treatment: 

Biomarkers discovery  

李良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2021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03. 1

2 

Bergenin-
isonicotinamide (1:1) 

cocrystal with 
enhanced solubility 
and investigation of 

its solubility behavior 

李良 

Journal of Drug 

Delive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04. 1

3 

Plexin-A1 expression 
in the inhibitory 

neurons of infralimbic 
cortex regulates the 

specificity of fear 
memory in male mice 

叶小菁 
Neuropsychopharma

cology 
2021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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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

4 

An increase in VGF 
expression through a 
rapid, transcription-

independent, 
autofeedback 

mechanism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 

叶小菁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21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06. 1

5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creases 
the brain's drainage 

efficiency in a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叶小菁 

Acta 

NeuropathologicaC

ommunications 

2021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07. 1

6 

Lifestyle and Genetic 
Factors Modify 

Parent-of-Origin 
Effects on the Human 

Methylome 

曾燕妮 
Ebiomediicne(已接

受） 
2021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08. 1

7 

Does Anatomic 
Phenotype of Mitral 
Annular Disjunction 
Impact Survival An 

Autopsy-Based 
Retrospective Study 

成建定 SCI 2021 SCI 

合作完

成-第

一人 

109. 1

8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法学学科，

司法鉴定分支 

赵虎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 
2021 专著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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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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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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1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107篇 

省部委奖数 6项 

其它奖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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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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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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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综学科组于 2021 年 3 月 26-29

日在海口举办的举办的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可持续发展暨实

验教学提质创新研讨会 

参加活动的人次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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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法研究

新航线：思想

与实践”学术

工作坊 

中山大学法学院 
陈颀 

 
50 

2021

年 10

月 23-

24 日 

 

国内 

2 

 

广东民商法年

会 

广东民商法学会 

 

董淳锷 

 
200 

2021

年 11

月 27

日 

 

国内 

 

3 

中山大学国家

治理研究院立

法研究中心

“个人信息保

护法”学术研

讨会系列

（1） 

中山大学立法研究中

心 
于海涌 50 

2021

年 10

月 21

日 

国内 

4 

海上旅客运输

合同章修订研

讨会线上讨论

会 

 

中大法学院 

 

郭萍 

 
100 

2021

年 4月

8日 

 

国内 

5 

第一届“立法

与治理”论坛

暨第九届“法

权秩序与中国

道路”研讨会 

 

中大法学院 

 

黄瑶 

 
90 

2021

年 1月

2日-3

日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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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1年第八

届中国国际私

法教学年会暨

国际私法学教

学知识体系研

讨会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国

际私法教学专题研究

会、中山大学法学院 

 

罗剑雯 

 
48 

2021

年 12

月 12

日 

 

国内 

7 

“国家治理与

依法行政”研

讨会暨广东省

行政法学研究

会 2021年年

会 

 

中山大学法学院 

 
刘恒 90 

2021

年 12

月 3日

—4日 

 

国内 

8 

“百名法学家

百场报告会”

省法学会专场

暨南粤法治报

告会第八十讲 

 

广东省法学会、中山

大学法学院 

 

谢进杰 200 

2021

年 3月

20 日 

 

国内 

9 

中山大学法学

院第二届法学

青年人才论坛 

 

中山大学法学院 

 

张亮 

 
30 

2021

年 12

月 11

日 

 

国内 

10 

第十三届中山

大学医学院学

术节- 法医学

青年学者专场 

中山大学医学院法医

系 

成建定、

赵虎、孙

宏钰 

75 

2021

年 12

月 9日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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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捷 

“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与

涉外法治研

讨会 

中国上海 2021 年 11 月 27 日 

主题演讲：

《统筹推进国

内法治与涉外

法治视野下的

中国跨国行政

执法合作》 

2 杨彪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

入审判执行

工作案件专

家咨询会 

中国广州 2021 年 10 月 12 日 

报告“关于违

反安全保障义

务责任司法认

定的若干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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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挚萍 

中国法学会

环境资源法

学研究会

2021 年年会 

山西省市

太原 2021 年 10 月 16-17

日 

“陆海统筹”

的法律内涵及

法律实现路径 

4 刘诚 

网络法研究

新航线工作

坊 

广州 
2021 年 10 月 23-24

日 

主题演讲：

“在法治与规

制之间——声

誉规制” 

5 王崇 

“一带一

路”倡议背

景下国际商

事争端解决

机制的创新

发展高端圆

桌会议 

陕西西安 2021 年 7 月 21 日 

前海自贸区友

好仲裁构建之

进路：学理与

三层式架构 

6 王崇 

中欧海上航

道安全对话

国际研讨会 

线上 2021 年 10 月 30 日 

大数据时代下

我国海上交通

立法的理论嬗

变与制度表达 

7 王崇 

《旅游学

刊》中国旅

游研究年会 

线上 2021 年 11 月 13 日 

粤港澳大湾区

邮轮旅游的规

范定位问题：

要素、体例与

范畴 

8 宫廷 

第十三届经

济社会与税

收制度发展

高层研讨会

暨第五届邓

子基国际税

收论文奖颁

奖典礼 

长沙 2021 年 4 月 29 日 

我国跨境 B2C

数字化服务增

值税管辖权规

则的检思与建

构 

9 宫廷 

中国法学会

财税法学研

究会 2021 年

年会暨第 33

届海峡两岸

财税法学术

研讨会 

银川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跨境 B2C 数字

化交易增值税

课税的困境与

出路 

      ——对

OECD《国际增

值税指南》政

策建议的检思

与启示 

10 蔡伟 
独立董事责

任问题 
广州 2021 年 11 月 4 日 

独立董事的困

境 

11 蔡伟 
公司决议的

效力和类型 
广州 2021 年 1 月 4 日 

公司的决议类

型和效力 

12 于海涌 

广东省法学

会民商法学

研究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广东广州

（线下） 
2021 年 11 月 27 日 

主题演讲：

“中国民法典

的立法特色和

时代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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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孙莹 
备案审查理

论研讨会 
北京 2021 年 5 月 16 日 

地方立法放水

现象及分析 

14 孙莹 

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与新

公法体系高

端学术论坛 

威海 2021 年 10 月 15 日 

我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优越

性的多维视角

阐释 

15 郭萍 

粤港澳大湾

区航运热点

问题分析及

航运新态势

策略研讨会 

深圳 2021 年 4 月 27 日 

新冠肺炎疫情

下船员权益的

法律保障 

16 郭萍、喻瀚铭 

中国国际法

学会“习近

平法治思想

与国际法研

讨会暨 2021

年学术年会 

海口 
2021 年 5 月 21-24

日 

对放射性废物

海洋处置国际

法规范的审视

及思考 

17 郭萍 

无人船舶和

海洋无人设

备相关法律

问题研究项

目第一次学

术研讨会 

哈尔滨 2021 年 5 月 30 日 

粤港澳大湾区

无人船舶/设备

运行管理规则

研究 

18 郭萍 

广东省法学

会海洋法学

研究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湛江 

2021 年 11 月 20 日 

海洋命运共同

体及其实践证

成 

19 郭萍 
2021 前海法

智论坛 
深圳 2021 年 12 月 11 日 

《国际惯例、

国际公约在国

际争议解决中

的适用-以海商

法法律与实践

为视角》 

20 王承志 

中国国际法

学会 2021 年

学术年会 

海口 2021 年 5 月 22 日 
中国法域外适

用的司法路径 

21 王承志 

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法

律问题研讨

会 

珠海 2021 年 11 月 19 日 

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制度体

系建设中的国

际条约问题 

22 熊晓彪 

第二届刑事

证据法高端

论坛“中国

特色刑事证

据理论的回

顾与前瞻” 

吉林长春 2021 年 4 月 17 日 

主题演讲：

“证明标准再

认识” 

23 熊晓彪 

第四届“多

元视角下的

司法理论与

诉讼制度”

学术研讨会 

甘肃兰州 2021 年 7 月 27 日 

主题演讲：

“事实认定：

自由抑或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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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熊晓彪 
“首届数字

正义论坛” 

北京（线

上） 
2021 年 12 月 4 日 

主题演讲：

“证据标准的

具象维度与实

践纠偏——兼

论类案证据标

准的数据化统

一” 

25 熊晓彪 

第十届“新

法学·青年

论坛” 

吉林长春 2021 年 10 月 23 日 

主题演讲：

“事实认定的

主要障碍与破

解机制——基

于未知空间理

论的探索” 

26 巢志雄 

全国人大常

委会公证法

执法检查座

谈会 

广州 2021 年 8 月 30 日 

公证损害责任

案件的实证研

究 

27 梁丹妮 

第十五届中

国国际投资

法专题研讨

会 

厦门 
2021 年 10 月 22-23

日 

国际投资争端

解决中的条约

解释问题研究 

28 陈惠珍 

第一届生态

环境资源与

经济社会协

同发展研讨

会 

广东佛山 2021 年 11 月 27 日 

“双碳目标”

下中国碳排放

权交易监管法

律制度 

29 谢进杰 

第一届“立

法与治理”

论坛暨第九

届“法权秩

序与中国道

路”研讨会 

广州 2021 年 1 月 2-3 日 
主持开幕式及

主旨发言环节 

30 谢进杰 
证据法国际

学术研讨会 

纽约（线

上） 
2021 年 1 月 22 日 

《The 

“Common 

Sense” in 

the Reasoning 

in Criminal 

Trials》 

31 谢进杰 

“百名法学

家百场报告

会”活动专

家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

思想座谈研

讨会 

广州 2021 年 2 月 7 日 
《学习习近平

法治思想》 

32 谢进杰 

虚拟仿真一

流课程建设

研讨会 

武汉 2021 年 4 月 24 日 

《法学教学体

系与模式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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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谢进杰 

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研讨

座谈会 

郑州（线

上） 
2021 年 11 月 27 日 

《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的思路

与经验》 

34 谢进杰 

中国法学教

育研究会模

拟法庭教学

专业委员会

2021 年年会

暨“模拟法

庭实践与创

新”论坛 

厦门（线

上） 
2021 年 11 月 6 日 

《法学实验教

学的创新及挑

战》 

35 谢进杰 

中共广东省

依法治省委

员会习近平

法治思想座

谈研讨会 

广州 2021 年 11 月 

《做好习近平

法治思想宣讲

和研究阐释工

作》 

36 谢进杰 

黑龙江省检

察理论研究

2021 年年会 

哈尔滨

（线上） 
2021 年 12 月 2 日 

检察内部监督

制度和检察听

证机制 

37 谢进杰 

中国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

会 2021 年年

会 

杭州（线

上） 
2021 年 12 月 

《刑事案件当

庭宣判的政策

变迁及其三种

类型》 

38 庄劲 

国家安全学

科与话语体

系建设 

上海 2021 年 10 月 16 日 

主题演讲：两

种国家安全概

念 

39 邓伟 

2021 年第 22

届全国经济

法前沿理论

研讨会暨第

28 期“经济

法三十人论

坛” 

武汉 
2021 年 7 月 19-20

日 

从经济法责任

到经济法后

果 ：规范依据

及理论基础 

40 邓伟 

中国法学会

社会法学研

究会 2021 年

年会 

兰州 
2021 年 7 月 23-25

日 

新冠疫情防治

费用应当由谁

负担？——原

理解释与制度

完善 

41 邓伟 

中国法 学会

经济法学研

究会 2021 年

年会暨第二

十九 届全国

经济法理论

研讨会 

上海（在

线参加） 

2021 年 11 月 13-14

日 

从经济法责任

到经济法后

果 ：范式转变

及其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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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邓伟 

广东省法学

会经济法学

研究会 2021

年年会 

广州 2021 年 12 月 4 日 

乡村振兴的经

济法解析：实

践样态与理论

阐释 

43 黄瑶 

第四届“中

国—欧洲国

际海洋法研

讨会” 

线上 
2021 年 10 月 14-15

日 

Legal Issues 

Relating to 

Unmanned 

Maritime 

Systems under 

the Law of 

Naval Warfare 

44 黄瑶 

中国法学会

立法学研究

会 2021 年学

术年会 

线上 
2021 年 11 月 20-21

日 

粤港澳大湾区

协同立法研

究：兼论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

区协同立法问

题 

45 黄瑶 

晚近国际争

端解决中的

条约解释问

题研讨会 

线上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国际法院 2019 

年两案件的条

约解释问题 

46 黄瑶 

“网络法研

究新航线：

思想与实

践 ”学术工

作坊 

线上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开幕式致辞 

47 黄瑶 

中国法学会

习近平法治

思想论坛 

广州 2021 年 9 月 26 日 

统筹推进国内

法治和涉外法

治，助推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

建 

48 黄瑶 

首届惠园

“一带一

路”法治论

坛：法治在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

路”中的作

用 

线上 
2021 年 7 月 2 日-3

日 

“一带一路”

与“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

构建 

49 黄瑶 

“国际卫生

规则修订与

完善”研讨

会 

线上 2021 年 6 月 22 日 

作为评议专家

在研讨会上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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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黄瑶 

“习近平法

治思想与国

际法”研讨

会暨中国国

际法学会

2021 年学术

年会及“恢

复联合国合

法席位 50 周

年：中国的

国际法贡

献”研讨会 

海口 
2021 年 5 月 22 日-

23 日 

“海平面上升

对海洋划界协

议效力的影

响” 

51 黄瑶 

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

念下的全球

发展倡议国

际法治研讨

会 

线上 2021 年 12 月 25 日 

全球发展倡议

与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的构

建 

52 刘瑛 

中国外部环

境的变化与

评估 

深圳 
2021 年 9 月 11-12

日 

美国涉华贸易

制裁与中国应

对 

53 刘瑛 

快速仲裁-便

利中小微企

业的争端解

决安排 

武汉 2021 年 12 月 4 日 

UNCITRAL《快

速仲裁规则》

的适用和裁决

承认执行 

54 刘瑛 

2021 国际商

事法律合作

论坛 

长沙 
2021 年 12 月 14-16

日 

RCEP 规则对数

字贸易带来哪

些便利 

55 谢琳 

大数据、人

工智能与知

识产权 

线上 
2021 年 11 月 13-14

日 

文本与数据挖

掘的市场失灵

和著作权例外 

56 谢琳 

全球大流行

病期间与之

后的创新与

无形资产 

线上 
2021 年 7 月 30-31

日 

Anti-

circumvention 

Protection 

under the New 

Chinese 

Copyright Law 

57 罗剑雯 

中国仲裁法

学研究会

2021 年年会

暨第十四届

中国仲裁与

司法论坛 

线上 
2021 年 11 月 13-14

日 

法学教育创新

在涉外仲裁人

才队伍建设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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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罗剑雯 

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法

律问题研讨

会 

珠海 2021 年 11 月 19 日 

粤澳深度合作

区民商事纠纷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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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全

国大学生

模拟法庭

竞赛 

国家级 

 

中心为主

办方之一 

  200 谢进杰 
正高

级 

2021

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 

1.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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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5 未统计 

中大法学学术沙龙（第 2期）：数字经济下增值税法

的固定机构规则 宫廷助理教授 

http://law.sysu.edu.cn/event/412 

2 2021.4.22 未统计 

中大法学学术沙龙（第 3期）：民商法与经济法研究

中法经济学研究的创新思路与方法 周林彬教授 

http://law.sysu.edu.cn/event/441 

3 2021.10.21 未统计 
中大法学学术沙龙（第 4期）：专业与专注 刘恒教授 

http://law.sysu.edu.cn/event/507 

4 2021.11.18 未统计 

中大法学学术沙龙（第 5期）：涉外海事高端人才培

养的知与行 郭萍教授 

http://law.sysu.edu.cn/event/512 

5 2021.12.20 未统计 

中大法学学术沙龙（第 6期）：公法研究及其方法论 

高秦伟教授 

http://law.sysu.edu.cn/event/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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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注：培训项目以正式文件为准，培训人数以签到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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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工作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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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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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核意见 

（一）示范中心负责人意见 

（示范中心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在提高

高等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肩负重要的

历史使命。 

在教育部、广东省与中山大学等各级领导的指导与大力支持下， 

2021年中心紧紧围绕“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人才培养

目标，构建“五个融合”为特征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德育与智

育、学科与专业、科研与教学、本科生培养与研究生培养、第二课堂

与第一课堂相融合，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体系的科学性、完备性和竞争

性，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由于疫情，许多教学活动及学术会议受到限制。然而，中心教师

仍竭尽全力，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立法研究工作。杨小强教授所撰

写的文章《着力完成最美好的税收征管实践》被国家税务总局官微转

载。2021 年 3 月 18 日，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

广州召开。由中心刘恒教授团队主持起草的《广东省社会信用条

例》在大会表决中获全票通过。 

中心十分注重实验教学改革，由蔡伟、孙莹、李利、李洁琼、

丁建峰、苗波等教师等所申报的“英美法全英班四位一体的教学与

人才培养”教学模式获中山大学教学改革成果奖二等奖。由杨建广

教授主持，郭天武、谢进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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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中心郭萍教授《海商法》课程认定为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20 年获批）仍然起到明显的教学成效。中心还努力打造跨学

科或交叉学科相融合的课程，比如法律与人工智能课程已通过评估

正式纳入中山大学本科教学大纲并已开课。 

中心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专业师资队伍亟需

引进人才，实验课程建设有待改进和创新等。 

以上报告内容真实无误，数据准确可靠，请审核。 

数据审核人： 

示范中心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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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评估意见 

所在学校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明确下一步对示范中心的支持。） 

 

 

 

 

 

 

 

    该中心通过本年度考核，学校将继续在人、财、物等方面支持中心 

建设与发展。 

 

 

 

 

 

 

 

 

 

 

 

 

 

 

 

 

所在学校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