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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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中心围绕“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人

才培养目标，以“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战略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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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本年度新开设了“基于命案现场的法医学技能训练虚拟仿真

实验”，有 10 位教师和一批学生参与了该项实验教学活动。

此外，中心继续开设了《模拟刑事诉讼》《模拟民事诉讼》《法

律诊所》《司法文书》《法医学》《法律实务》《示范法院》等实验

课程，选课 1230 人次以上，实验教学人时数超过 90680 人时，效果

良好。中心原有的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等也在继续发挥辅助实验教

学的作用。

中心的主要作用与角色仍在于实施实验教学活动并积极组织学

生参加国内外法学类教学竞赛，均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实施形式多样的实验教学活动。中心为学生开设了模拟刑事

诉讼、模拟民事诉讼、法律诊所、法医学等一系列实验课程，不断优

化实验教学课程体系，丰富实验课程门数，提升课程质量。此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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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断探索数字化实验教学，更新并维护实验教学系统，取得了一定

成效。

二是组织学生参加高层次的实验、实践竞赛。中心积极鼓励、组

织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法律服务、社会调查等各类与法学相关的实践

活动。学生受益面广，社会影响大。

（二）人才ภᏠ

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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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二等奖；

中心还于 2019 年 10 月出台了《中山大学法学院关于组队参加专

业赛事的程序及规则》，并认真落实“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

宗旨，具体工作如下：

1）在学院网页上发赛事选拔通知；

2）聘请指导老师参加面试、选拔学生并全程跟踪指导；

3）中心派专人负责培训场地的提供及后勤保障；

4）中心派专人带队参加比赛，负责学生的安全及后勤保障；

5）赛后要求学生及指导教师进行口头和书面总结。

上述各种竞赛效果显著。参赛学生在赛后总结到：“在这次

理律杯比赛的准备过程中我们有如下几点收获：首先，通过对具

体案件的分析以及对相关资料、法条、学说的搜索，我们初步了

解了海关法、关税制度、税率认定等知识，扩充了知识面也丰富

了知识储备。其次，在文书准备过程中，我们增强了法律检索能

力，也掌握了出庭意见书和辩护词的写作实操技巧，对法律文书

的严谨性、逻辑性、规范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最后，在长达两个

月的准备时间以及在北京的赛前突击中，我们深刻领会到了团结

合作以及合理分工对学习新事物、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在今后的

学习工作应当加强合作、共同面对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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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 年本科学生毕业升学及就业情况

如上表所示，截止到 2020 年 1 月，法学院本科生人数 210 人，

本科升学率达 51.43%，就业率达 76.67%。毕业生就业与专业的契合

度达 90%以上。

据重视毕业生就业情况的QS 世界大学专业排名榜显示，我校（法

学）2019 年排名第 167 位，在我国大陆法学院校中排名第 11 位。

4.法律诊所、法医鉴定中心、示范法院服务社会成效显著

中心通过组织学生参加法律诊所、示范法院课程和法医鉴定中心

的实验实践活动，并每年持续开展“12· 4 系列普法”、“税法进

校园”、“三下乡普法活动”等系列活动，增强了学生服务社会的意

识，进一步培养和加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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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立项、进展、完成等情况

1.2019 年 9 月中心首创“基于命案现场的法医学技能训练虚拟

仿真实验”项目

在中心的指导下，为解决法医专业实验教学中犯罪现场难以再现

与时空限制的难题，提高学生法医学检案的现场综合技能和处置能力，

中心老师开发了这一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该项目依据“能实不虚，虚

实结合”的设计理念，以一个二十余年才得以侦破的奸杀死亡案件为

基础，通过法医病理检验、生物学检材提取及个人识别三个模块的训

练，完成受害人死亡时间与致伤物推定、现场生物学检材提取、犯罪

嫌疑人个体识别的实验教学任务。该实验团队由中心副主任赵虎教授

主持，有 10 名实验教学人员参与，授课时数 4 学时，拓展了中心的

实验空间。该项目已顺利完成。

2.中心“示范法院”课程紧跟国家战略，连续三年增设了“粤港

澳三地模拟庭审”示范教学环节，扩大了中心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2016 年以来，法学院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作开设

“示范法院实案诉讼”课程，每个环节都由学生按真实诉讼流程进行，

然后由法官和律师对案件再次庭审，与学生庭审形成对照，最后对两

次庭审进行复盘和总结。

2017 年以来，法学院每年与广东南沙自贸区法院、香港麦家荣

律师行、澳门初级法院等联合举办“粤港澳民事案件模拟庭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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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国、两制、三法域”各自独具特色的实体法和审判程序，采用

“同一案例、三种审判、复盘与评议”的模式对真实案件进行模拟庭

审。

该项改革成效显著。课程展现了内地与港澳司法程序的差异，

使学生熟悉了国际规则，增强了涉外法律实务技能。多维立体的实践

教学促使学生熟练掌握了多种法律实践技巧。

3.中心注重教学研究工作，不断更新实验课程的教学资源、网站、

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移动学习平台。模拟刑事诉讼等部分实验课

程还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实验探索，相关成果已被学校推荐

申报国家级教改项目。

（二）科学研究等情况

1.论文发表

2019 中心教师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18 篇，其中一类重要期刊

论文 8 篇（较去年同期增长 7 倍），重要核心期刊论文 53 篇（较去

年同期增长 8%）。同时决策研究成果丰硕，年内获省部级国家机关

采纳的一 A 类和一 B 类决策研究成果 3 篇（较去年同期增长 2 倍），

重要决策研究成果 16 篇（较去年同期增长 1.7 倍）。

2019 年，中心教师荣获多项省部级奖项，包括：获广东省第八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获第三届广州

地区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3 人；获中国法学会第十四届中国法

学青年论坛征文一等奖 1 项，各类全国性学会和研究会的优秀学术论

文奖三等奖 2 项，优秀奖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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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邀参加国内外重要实验教学研讨会议，不断提升影响力

2019 年 11 月，中心主任杨建广教授、副主任郭天武教授及其他

中心主要教授参加了中山大学主办的粤港澳法学教育与国家治理研

讨会并作大会发言，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共同研讨粤港澳

法学教育如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以适应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的法治建设，对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大价值。

此外，中心主任杨建广教授、副主任黄斌老师、陈开春老师、李懿艺

老师等均获邀参加国内外多场实验教学研讨会。

3.发挥智库作用，服务地方法治建设

本年度中心教师承担的多项全国人大委托或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委托的立法研究项目；中心教师撰写的多份决策研究成果获中共中央

办公厅刊物、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广东省政府部

门等采纳。其中王承志副教授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草案）〉修改建议》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批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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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的任课教师共 48 名，兼职人员 4 名，流动人员

2 名。

（二）队伍建设的举措与取得的成绩等

本年度，中心固定老师保持在48人。除原有专兼职教师外，中心

还通过“双千计划”分别引进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他们为本科生



ϭϬ

开设模拟刑事诉讼、法律实务等实验课程，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

此外，中心接收了两位校外访问学者，来自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

的苑民丽教授和来自广东开放大学王燕军副教授来中心进修，并将其

聘为中心实验教师，共同助力实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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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余 GB，且本年度更新 5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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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网络课程、裁判文书数据库、地方立法信息决策系

统（新增立法决策支持系统证券法数据库子系统）。中心网站

(http://law.sysu.edu.cn/fxsyzx/) 、 刑 事 诉 讼 法 网 络 /. http://ly/.的ydsysu.edu.cn/f/uuuऒfzct䀑/c/tt 更侦 学 . 7::ࠥ뀀 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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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进的高仿真实验教学软件

中心已在实验室系统中安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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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大实验教

学辅助系统，更真实地模拟现代司法的运行全过程，达到实验教学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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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开放运行、安全运行等情况

中心已制定并持续落实《中心安全管理制度》《中心防火安全条

例》《中心防盗安全条例》等多项规章制度。所在实验大楼实行 24 小

时的安全保护，安装了包括预警系统、紧急喷淋装置在内的一整套消

防设备，视频监控与红外报警系统同步运作。本年度中心继续向师生

派发《实验室安全手册》共计 220 本，回收 220 份《实验安全承诺书》，

收效良好。自中心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本年度，中心充分利用校内下拨的经费，对设备进行维护与更新。

至 2019 年底，中心拥有各类仪器设备 1176 台（件），价值人民币

802 余万元。中心设备完好率达 96%，能够符合法律、法医行业的技

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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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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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建立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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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开展讲座、培训与对外交流。中心接待新疆昌吉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法官及干警来中山大学法学院学习交流。

第三，服务社会成效显著。教师兼任外交部、财政部、广东省及

省内地级市人大多个单位的立法咨询专家、政府咨询专家或法律顾问、

法院、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为国家和广东省的法制健全与经

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五、示范中心大事记

1.创建“构筑回归之路”——共建矫治未成年犯及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协同创新平台

为了落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案政策，帮教失足未成年人，使其

回归正途成为守法公民，中心与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未

管所）、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驻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检察室（以下简

称检察室）三方经友好协商，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联合签订《“构

筑回归之路”——共建矫治未成年犯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协同创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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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工作方案》，共建矫治未成年犯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协同创新平台。

通过创新平台充分整合利用三方现有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提高

三方业务水平，促进法学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共同推动未成年人

犯矫治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法学院党委副书记何慈欣和中心副主任黄斌参加了揭牌仪式。中

心的主要工作是利用自身优势促成上述三方合作的创新平台，并定期

组织学生赴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对未成年犯进行一对一的法律及

心理的帮教活动。



ϭϰ

2.“法治社会建设中山大学研究院”于 2019 年 4 月在广州成立

该研究院系中山大学与广东省法学会共建，依托中山大学法学院

管理的法治实践和法治评估机构，由中山大学党委陈春声书记担任研

究院院长、广东省法学会会长、原广东省省委常委梁伟发担任研究院

名誉院长。中心主任杨建广任常务副院长。研究院是我校又一个以法

学实验、实践为主旨的实验教学平台，主要研究和制定法治社会建设

的基本内容、基本标准、基本要求，并根据研究所得的评价指标体系、

技术评价方案开展评价活动，公布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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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举办中国海洋法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

8 月 23 日至 25 日，由中山大学法学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

法律研究基地（中山大学）承办的中国海洋法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

在广州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海洋法公约生效二十五周年和中国海

洋法实践”。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国家安全部政策法规

局副局长施健、中国海洋法学会会长高之国、广东法学会副会长姜滨

以及我校党委副书记林东伟、法学院院长黄瑶、党委书记李明章等出

席了开幕式。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安全部、外交部以及全国

40 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海事法院、涉海业务实务部门等 150 多名

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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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心教师赴海南大学进行实验教学的交流与调研

2019 年 1 月 15 日，中心主任杨建广教授、副研究员李懿艺老师

受邀赴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育部国家级生物学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进行交流与调研，了解与学习了海南大学实验教学的管

理、运作、设备与学科建设的先进经验，并就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的具体建设、实验教学规划、实验教学仪器的开发与管理、文件档案

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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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心主任参加文科综合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发展建设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由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主办，

北京邮电大学承办的“新文科背景下国家级文科综合类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发展建设研讨会”在北京邮电大学举办。本次研讨会以“新文科、

新思维、新标准、新要求、新路径”为主题，围绕国家级文科综合类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发展路径及方法进行交流研讨。教育部相关职能部

门领导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

杨建广教授作为法学学科组长参加了“国家级文科综合类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发展建设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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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心老师到香港参加了诊所教育国际学术会议

2019 年 10 月 18 日—19 日，杨建广教授、罗恬漩研究员、李懿

艺副研究员参加了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举办的法律教育—经验学习与

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杨建广主任进行了大会专题发言，得到了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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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代表的高度评价与肯定。

7.中心副主任黄斌等参加专业技术研讨会

7 月 22 日-27 日，中心副主任黄斌、办公室主任陈开春、及高级

实验员刘秋玲参加了教育部西南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在西宁市举

办了“新形势下高校实验室安全与危险品管理及安全应急能力建设研

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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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9 年 12 月底，中心通过网络会议形式召开教指委会议 1 次。

中心主任汇报了中心本年度实验教学经验与成果。委员们分享了国内

外的实验教学的最新经验和先进理念和技术，共同探讨了下一年度中

心的建设方向与工作重点。

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9 年，国家对本科教育更加重视，开展了双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布置了快速启动卓越拔尖人才 2.0 计划，提出了建设“五大金课”

的具体要求并组织实施，法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也首次被列入了

教育部的申报计划之中，对照这些要求，中心的工作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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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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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Ѐ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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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法学类）的申报组织不力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是文科实验教学的新方向。随着 5G 时代

的到来，法学类实验课程的“实验-仿真-实验”模式与司法实务的结

合前途广泛。然而，由于中心重视不够，准备不足，错失了首批申报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机会。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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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校加大财政力度支持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本

年度，学校下拨给本中心的日常实验教学经费就 80 万元。与去年的

48 万相比，大幅度增加。

八、下一年发展思路

未来一年是中心继续打造规范化、常态化、体系化法学实验教学

模式的攻坚之年，具体计划如下：

（一）深化法学实验教学课程与实验项目的体系化改革，进一步

丰富实验教学课程与实验教学项目，实现标准化实验教学课程与类型

化实验教学项目的一体化建设。首先，深化对中心现有的本科实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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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进行标准化与规范化改革，形成有效可行的教学流程与教学评

价标准；其次，深化对中心实验教学项目的分层次构建，着力于探索

型实验项目的开发与开设；再次，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实现类型化案例

的综合集成与分析研究，为课程与项目的一体建设提供数据与案例支

持。

（二）按照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的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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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合作优势，以共建项目的形式打造全国首个虚拟仿真互联网法

院实验室，推动师生亲自体验和参与构建保障网络虚拟财产、知识产

权、企业商业秘密、公民个人信息等网络空间安全法治体系的探索。

（五）升级更新现有实验教学辅助系统和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继

续争取教育部、广东省、学校对中心的支持与投入，升级更新实验教

学仪器、设备，此外，中心拟将对实验室设备进行全面检测，及时淘

汰老旧设备，合理运用经费购置先进的设备器材，提高有关设备器材

的使用针对性，优化师生的使用体验。同时，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

升级部分教学软件，继续合作研发配套设施软硬件与管理系统。

（六）强化实验室规范管理、高效运作。目前中心实验室使用管

理已常态化，但部分工作，如申请程序与流程仍限于纸质申请。中心

拟在原有工作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优化，简化师生申请实验室的

程序。在中心固定人员编制到位以及技术允许的前提下，中心将研究

开发基于手机设备的云实验管理系统，这样不仅便于师生开展实验教

学活动，还有利于提高实验室的使用管理效率。

（七）充分发挥教育部法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示范和辐

射作用，努力扩大中心的影响力与示范效应。借助全国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联席会法学组的平台，协调、组织法学组各成员单位共同探索和

推动本科模拟法庭教学的常态化、规范化与标准化，积极尝试与中央

或地方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建立联系，反映当前我国法学实验教学的现

状与需求，争取更多支持，以扩大实验教学的理念、经验和成果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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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和辐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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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示范中心成员的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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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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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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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 万元 设备台数 1176 台

经费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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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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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广 男 1960 教授 示范中心

主任

教学、管理 博士

2
郭天武 男 1970 教授 示范中心

副主任

教学、管理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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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虎 男 1962 教授 示范中心

副主任

教学、管理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4
黄斌 男 1964 翻译 示范中心

副主任

管理 硕士

5

陈开春 男 1961 助理

工程

师

示范中心

办公室主

任

技术管理 本科

6
黄瑶 女 1964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7
任强 男 1970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8
李挚萍 女 1965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9
刘恒 男 1964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10
郭萍 女 1968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11
李扬 男 1968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12
谢进杰 男 1978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13
聂立泽 男 1964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14
巢志雄 男 1981 副教

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15
李正华 男 1963 副教

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16
陈毅坚 男 1979 副教

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17 李利 女 1980 讲师 教师 教学 博士

18
李懿艺 女 1985 实验

师

教师 教学 博士

19 李洁琼 女 1982 讲师 教师 教学 博士

20
丁建峰 男 1980 副教

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21 杨鸿 男 1963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22
罗剑雯 女 1970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23
王承志 男 1977 副教

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24
于海涌 男 1969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博士生

导师

25
潘炫明 男 1983 副研

究员

教师 教学 博士

26 孙宏钰 女 1972 教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27
欧雪玲 女 1978 副教

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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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吕德坚 男 1966 副教

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29 李建金 男 1963 讲师 教师 教学 博士

30 时燕微 女 1980 讲师 教师 教学 博士

31 李良 女 1985 讲师 教师 教学 博士

32

刘秋玲 女 1977 主任

实验

师

技术 教学 博士

33

童大跃 男 1958
主任

实验

师

教师 教学 博士

34 陆惠玲 女 1960 教师教学

博士教师李德坚男19男教师教学博士ॶ技傴契㌙师6628男1960教师教学博士ॶ技傴契㌀师德坚李3男1960副教教师教学博士2829
男

1932副教教师教学博士29李李良男1985副教教师教学博士

6
0

李
李良

男

1958

讲

师

教师教学 博士

31女男1

9

5

8

讲师

教师教学博士32李男男1980讲师教师教学博士33男女1985任
教师教学博士34燕微女1977
教师教学博士教师李燕微男1958

Aâ

�8

教师技术博士663女1932教师教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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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员

47

陈雪兵 男 1964
实验

技术

员

教师 教学 大专

48

谢波 男 1983
副教

授

教师 教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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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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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

官

监察

室主

任

教学 博士 挂职

2 赵飞龙 男 1967 年 法官

天河

区法

院庭

长

教学 博士 挂职

3 符锐兰 女 1965 年 法官

广州

市中

院庭

长

教学 博士 挂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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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示范中心内承担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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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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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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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民

丽
女

1978

年
教授 中国

广东

警官

学院

法律

系

进修

学习
2019 年-2020 年

2
王燕

军
男

1981

年

副教

授
中国

广东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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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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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会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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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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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刑事诉讼

2018 级法学本

科 40 1440

2
模拟刑事诉讼

2018 级法学本

科 60 2160

3
模拟刑事诉讼

2018 级法学本

科 60
2160

4
刑事诉讼法

2018 级法学本

科 54 5454

5
刑事诉讼法

2018 级法学本

科 54 88

6 示范法院实案诉讼
2018 级法学本

科 30 900

7 民事诉讼法学
18 级法律（非

法学）全日制
36 3096

8 法律谈判
18 级法律（法

学）全日制
36 2484

9 法律检索 19 级法律硕士 36 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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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

10 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19 级法律（法

学）全日制
72 5976

11 模拟法庭
18 级法律硕士

全日制
54 8370

12 法律写作
19 级法律硕士

非全日制
36 2052

13 法律写作
19 级法律硕士

全日制
36 6552

14 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19 级法律（法

学）全日制
72 5876

15 法律检索
19 级法律硕士

非全日制
36 2052

16 刑事诉讼法学
18 级法律（非

法学）非全日制
36 1692

17 法律检索
18 级法律硕士

非全日制
36 3348

18 民事诉讼法学
18 级法律（非

法学）非全日制
36 1692

19 社会治安系统工程专题
17 级法律硕士

非全日制
18 3132

20 法律写作
18 级法律硕士

非全日制
36 3384

21 模拟法庭
17 级法律硕士

非全日制
54 4698

22 法律谈判
17 级法律硕士

非全日制
36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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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法律谈判
17 级法律（非

法学）
36 1980

24 法医学 16 级行政管理 23 1242

25 法医学 17 级法学 23 1242

26 法医学 17 级行政管理 23 1242

27 法医学 18 级临床医学 23 1242

28
法医学

18 级临床医学

（深圳） 23 1242

29
法医学

18 级材料类

（材料学院） 23 1242

30

法医学

18 级理论与应

用力学（航空航

天学院） 23 1242

31

法医学

18 级电子信息

类（电子与通信

工程学院） 23 1242

32 法医学 18 级预防医学 23 1242

33 法医学 16 级行政管理 23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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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ϭϮϬ 个

年度开设实验项目数 ϴϭ 个

年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ϳ门

实验教材总数 ϲ种

年度新增实验教材 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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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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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获奖人数 8人

学生发表论文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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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面向 21 世纪

课程教材/全国高

等学校法学专业核

心课程教材

ISBN987

-7-301-

30357-3

刘恒 姜明安等 2019年3

月

无 b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学学习指南

ISBN978

-7-04-0

51165-9

刘恒 应松年、马

怀德等

2019年3

月

无 b

注：（1）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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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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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示范中心为主的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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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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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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在南

海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

利主张演变

2019M663335

王看 王看 2019.12.27-2020.12 5

省

部

级

2
粤港澳大湾

区海上货物

运输承运人

责任法律的

冲突与协调

2019M663333

陈石 陈石 2019.12.27-2020.12 5

省

部

级

3
平时海洋军

事利用的国

际法问题研

究

2019M663334

卢婧 卢婧 2019.12.27-2020.12 5

省

部

级

4

中央人民政

府对特别行

政区的指令

权机制研究

JBF201910

高秦

伟

高秦伟;

吕万;成

协中;于

文豪;杨

晓楠;李

洪江;刘

学涛

2019.11.08-2021.04 8

省

部

级

5

基于“法律与

文学”视野的

中国法治话

语体系研究

19BFX023

陈颀

陈颀章

永乐;李

广益;徐

菁菁;吕

万;刘

捷;吴楚

翘

2019.07.15-2022.12 20

国

家

级

6
辩证思维视

角下单位犯

罪司法适用

的逻辑与共

19BFX096

聂立

泽

聂立泽;

苑民丽;

陈毅坚;

王路真;

2019.07.15-2021.11 20

国

家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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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研究 高猛;杨

奔;张

昊;刘林

群

7
粤港澳大湾

区知识产权

法律冲突与

协调机制研

究

19BFX144

李洁

琼

李洁琼;

谢琳;李

晓宇;陈

康;詹丽

蓉

2019.07.15-2021.12 20

国

家

级

8

内地与香港

跨境证据可

采性模式建

构研究

19YJC820026

李利

李利;付

华伶;杨

建广;郭

天武;谢

进杰;李

累;冯俊

伟;朱奎

彬

2019.03.15-2022.3 8

省

部

级

9

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法

治保障

中央机关委

托，没有编号

张亮

张亮;高

秦伟;刘

诚;黎东

;伟
李;

没武武
;

粤李琳 ;识俊亮

2019.05.01-2019.12

10

省

部

级

10跨采律建粤的谢⌏猛ࡪ制跨的研究 2019-F5.2

䐾部

杨

䐾䡦杨2019-05207-2021.杨 杨

省

部

级1群没⌏ࡪ⌏猛

法的ࡪ建康

识央的调湾22019-F5.2究没8没82019-05207-2021.杨杨

省

部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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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广东省生态

环境保护地

方性法规清

理研究

广东省人大

项目，没有编

号

郭萍 阙占文、

刘诚、黎

理、陈石

等

2019.1-2020.1 16.88 应

用

研

究

13
《广东省农

村公路条例

（草案送审

稿）审议阶段

立法咨询报

告

广东省人大

项目，没有编

号

刘恒 吴堉琳

等

2019.6-2020.6 30 应

用

研

究

14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草

案）〉修改建

议》

国家机关委

托，没有编号

王承

志

2019.1—2020.2 10 应

用

研

究

15
《广东省社

会信用条例

（草案）》立

法调研报告

立法机关委

托，没有编号

刘恒 吴堉琳，

中山大

学法学

院博士

研究生

2019.8-2020.12 50 应

用

研

究

16
《东莞市气

象灾害防御

条例》立法调

研报告

立法机关委

托，没有编号

刘恒 高加能，

中山大

学法学

院硕士

研究生

2019.8-2020.8 29.8 应

用

研

究

17
法治化境外

追逃追赃工

作机制研究

国家监察机

关委托，没有

编号

杨建

广

李懿艺、

郭天武、

谭雨菲、

吕嘉淇、

马佳琳、

汤澈

2019.7-2020.6 23.2 应

用

研

究

18
《广东省企

业职工基本

广东省人大

项目，没有编

聂立

泽

郭天武、

严林雅、

2019.6-2019.12 15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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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条

例（草案专家

建议稿）》

号 满涛、薛

文超、胡

洋、张

昊、高猛

研

究

19
《广东省大

气污染防治

条例（草案专

家意见稿）》

广东省人大

项目，没有编

号

苗波 李挚萍、

阙占文、

陈慧珍、

罗漪铭、

余聪敏

2019.7-2019.12 15 应

用

研

究

20
粤港澳大湾

区立法研究

国家机关委

托，没有编号

张亮 黎东铭、

陈小连、

关嘉慧、

肖泊俍、

吴瑞芳、

宁昆桦

2019.10.11-2020.10 15 应

用

研

究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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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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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完成人，排序以证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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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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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一人；

第二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二人，第三及以后完成人是示

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其他。（以下类同）

2.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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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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ϭ �ŚĂůůĞŶŐĞƐ ĂŶĚ
KƉƉŽƌƚƵŶŝƚŝĞƐ ĨŽƌ

ƚŚĞ �ŚŝŶĂ
/ŶƚĞƌŶĂƚŝŽŶĂů

�ŽŵŵĞƌĐŝĂů �ŽƵƌƚ

�Ăŝ tĞŝ /ŶƚĞƌŶĂƚŝŽŶĂ
ů ĂŶĚ

�ŽŵƉĂƌĂƚŝǀ
Ğ >Ăǁ

YƵĂƌƚĞƌůǇ

No.4,2019 ^�/ 国外

刊物

Ϯ �ŶĨŽƌĐĞŵĞŶƚ ŽĨ
�ŵĞŶĚĞĚ �ƌŝŵŝŶĂů
WƌŽĐĞĚƵƌĞ >Ăǁ ŝŶ
�ŚŝŶĂ͗hŶďĂůĂŶĐĞĚ
WŽǁĞƌ ZĞůĂƚŝŽŶƐ
ďĞƚǁĞĞŶ WƵďůŝĐ
ĂŶĚ WƌŝǀĂƚĞ
WĂƌƚŝĐŝƉĂŶƚƐ

>ŝ >ŝ �ŚŝŶĂ͗ �Ŷ
/ŶƚĞƌŶĂƚŝŽŶĂ
ů :ŽƵƌŶĂů

No.2,2019 重要

核心

国外

刊物

ϯ sŝĞǁŝŶŐ ƚŚĞ
�ůĞŵĞŶƚƐ ŽĨ

,ŝƐƚŽƌŝĐ &ŝƐŚŝŶŐ
ZŝŐŚƚƐ ĨƌŽŵ ƚŚĞ
WĞƌƐƉĞĐƚŝǀĞ ŽĨ
/ŶƚĞƌŶĂƚŝŽŶĂů
:ƵĚŝĐŝĂů ĂŶĚ
�ƌďŝƚƌĂƚŝŽŶ
WƌĂĐƚŝĐĞ

,ƵĂŶŐ zĂŽ :ŽƵƌŶĂů ŽĨ
�ŽƵŶĚĂƌǇ
ĂŶĚ KĐĞĂŶ
^ƚƵĚŝĞƐ͗
^ĞůĞĐƚĞĚ
WĂƉĞƌƐ

ǀŽů͘ϭ͕ EŽ͘ϭ͕
^ƉƌŝŶŐ ϮϬϭϵ

一般 国外

刊物

ϰ �ŶǀŝƌŽŶŵĞŶƚĂů
�ŽŶĐĞƌƐ ĂŶĚ

�ŚŝŶĂΖƐ
/ŶƚĞƌŶĂƚŝŽŶĂů
/ŶǀĞƐƚŵĞŶƚ
�ŐƌĞĞŵĞŶƚƐ

>ŝĂŶŐ
�ĂŶŶŝ

ZĞƐĞĂƌĐŚ
,ĂŶĚďŽŽŬ

ŽŶ
�ŶǀŝƌŽŶŵĞŶ

ƚ ĂŶĚ
/ŶǀĞƐƚŵĞŶƚ

>Ăǁ

March
2019

一般 国外

刊物

5 国土空间的分层开

发保护研究（下）

于海涌 澳门法学 2019 年 4 月 重要

核心

港澳

期刊

6

保安业服务体制改

革模式中的法制与

市场——以广州市

为例的一个实证分

析

任强 澳门法学 2019 年第 1

期

重要

核心

港澳

期刊

7 论澳门特区财政分

权原则下的议员提

案权

韩光明 澳门法政杂

志

2019 年 6 月 一般 港澳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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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软硬法兼施下船员

权益多维度法治保

障探究

郭萍 《法治论坛》 2019第3辑，

149-166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9

“一带一路”下西安

建设自由贸易陆港

之探究

郭萍 特区经济 2019 年 第 5

期，69-72 页

北大

核心

国内

重要

刊物

10

中国法院的内部治

理转向——基于法

官辞职原因的再评

析

刘忠 法商研究 2019 年第 6

期，76-88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11

论环境侵权之诉中

的自找妨害抗辩

阙占文 广西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191-198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12

论惩罚性赔偿在环

境诉讼中的适用

阙占文 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4

期，45-50 页

北大

核心

国内

重要

刊物

13

故事、图像与法律宣

传——以清代《圣谕

像解》为素材

杜金 学术月刊 2019 年第 3

期，109-122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14

保安服务业市场化

改革及其规范——

基于准公共产品的

视角

任强 广东财经大

学学报

2018 年第 6

期，102-111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15

论人大重大事项决

定权的双重属性

孙莹 政治与法律 2019 年第 2

期，25-38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16

涉外定牌加工中商

标侵权判定的检视

与再思考

李扬 社会科学研

究

2019 年第 5

期，101-109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17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

知识产权行为保全

规则

李扬 知识产权 2019 年第 5

期，3-15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18 法律原则的叙事分 谢晓尧 知识产权 2019 年第 12 CSSCI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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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海带配额

案”为例

期，3-26 页 重要

刊物

19

大数据时代企业数

据边界的界定与澄

清——兼谈不同类

型数据之间的分野

与勾连

李扬 福建论坛(人

文社会科学

版)

2019 年第 11

期，35-45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20

正义的多维面向及

其内在统一：关于休

谟与斯密的笔记

丁利 华南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

154-162+192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21

主持人语 郭天武 政法学刊 2019 年第 5

期，44 页

北大

核心

国内

重要

刊物

22

著作权法的四次浪

潮及其司法回应

李扬 人民论坛 2019 年第 28

期。82-83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23

广西营商环境优化

的法治建构框架与

实施路径

黄泽萱 广西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178-184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24

主持人语 李挚萍 吉首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19 年第 5

期，61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25

大数据时代企业数

据权益的性质界定

及其保护模式建构

李扬 学海 2019 年第 4

期，180-186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26

赔礼道歉在民事公

益诉讼中的适用及

其限制

阙占文 政法论坛 2019 年第 4

期，119-128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27

国家机构改革背景

下海洋生态环境损

害政府索赔体制研

究

陈惠珍 中国政法大

学学报

2019 年第 4

期，5-15+206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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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常州毒地”修复案

中多重责任与利益

主体的关系定位

李挚萍 环境保护 2019 年第 13

期，17-21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29

日本职务发明制度：

演进、革新和启示

李洁琼 知识产权 2019 年第 5

期，83-94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30

行政正义与争议解

决的适当性原则—

—英国裁判所的经

验与课题

高秦伟 比较法研究 2019 年第 3

期，116-130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31

写诗与读律:清代刑

部官员的法律素养

——与《〈抱冲斋诗

集〉所见清代刑官生

涯志业》作者商榷

徐忠明 上海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5-22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32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

国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

李扬 经济体制改

革

2019 年第 3

期，18-24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33

法律体系的“恒常”

与“变迁”——制度

分析理论与哈特的

法实证主义

丁利 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112-123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34

博弈论视角下的过

程偏好与程序正义

——一个整合性的

解释框架

丁建峰 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123-135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35

刑事裁判说理中的

“常理”

谢进杰 中山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19 年第 3

期，146-162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36

刑事司法如何回应

“同案不同判”

谢进杰 法治论坛 2019 年第 1

期，167-188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37 拟制作者规则下人 谢琳 法律适用 2019 年第 9 CSSCI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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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生成物的著

作权困境解决

期。38-47 页 重要

刊物

38

论国家治理法治化

的体系建构与路径

选择

刘恒 吉林大学学

报

2019 年第 3

期，

128-138+234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39

发展中国家知识产

权保护对绿色技术

转移的影响机制研

究

李扬 青海社会科

学

2019 年第 2

期，

87-92+104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40

第三方资助国际仲

裁的披露义务规则

研究

张亮 武大国际法

评论

2019 年第 2

期，105-125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41

法人的人格权研究

(上)——法人为何

享有人格权

张民安 学术论坛 2019 年第 2

期，38-50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42

美国关税税率决定

机制中行政与立法

的权力分配

郑伊 政法论丛 2019 年第 2

期，129-141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43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权的正当性判断标

准研究

刘恒 中南大学学

报

2019 年第 2

期，39-49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44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

息边界的界定

谢琳 学术研究 2019 年第 3

期，69-75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45

个人信息保护中的

企业隐私政策及政

府规制

高秦伟 法商研究 2019 年第 2

期，1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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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 113-136+206

页

刊物

48

主观权与诉权 巢志雄 苏州大学学

报(法学版)

2019 年第 1

期，142-149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49

虚拟治理成本法在

环境刑事司法实践

中的运用

李挚萍 中州学刊 2019 年第 2

期，86-91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50

综合排污许可制度

运行的体制基础及

困境分析

李挚萍 政法论丛 2019 年第 1

期，104-112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51

现代化治理视域下

的刑事政策导向—

—能动与有限的分

野

满涛 西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1

期，51-57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52

数据可携权之审视 谢琳 电子知识产

权

2019 年第 1

期，28-39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53

私力救济抗辩初探 李扬 中山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19 年第 1

期，146-157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54

法律关系:法律调整

的一个分析框架

黄建武 哈尔滨工业

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1

期，3-10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55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

息使用的合法利益

豁免

谢琳 政法论坛 2019 年第 1

期，74-84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56

诈骗罪中财产损失

的概念与认定——

以混合型交易为中

心

陈毅坚 政法论坛 2019 年第 1

期，43-59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57
秋菊的困惑与解惑

——“法律与文学”

陈颀 开放时代 2019 年第 1

期，

CSSCI 国内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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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中国 151-163+6-7

页

刊物

58

税收法律中无形资

产的定义问题研究

郑伊 国际税收 2019 年第 1

期，69-74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59

ICISID 审前异议制

度研究

张亮 国际经济法

学刊

2019 年第 1

期，47-57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60

论香港立法会制约

“拉布”的法理基础

与实践进路

邓伟平 当代港澳研

究

2019 年第 2

期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61

监察证据庭审使用

问题研究

李懿艺 法治论坛 2019 年第 2

期，208-222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62

法人的人格权研究

(下)——法人人格

权的类型、性质和侵

害后果

张民安 学术论坛 2019 年第 6

期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63

刑事司法如何回应

“同案不同判”

谢进杰 法治论坛 2019 年第 1

期，167-188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64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主体范围研究

周林彬 学术论坛 2019 年第 2

期，51-60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65

论营业行为的商法

安排

周林彬 学术论坛 2019年01期

第 16-22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66

商事流质的制度困

境与“入典”选择

周林彬 法学 2019 年第 4

期，134-145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67

公司章程“对外”效

力何以可能?——以

公司章程担保条款

周林彬 甘肃政法学

院学报

2019 年 03

期，56-67 页

CSSCI 国内

重要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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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

68

Public

discussion,

political support

and vision for

low-carbon

sustainablecities

in China: a

toolkit for policy

makers, NGOs and

the public

Miao Bo、

Professor

Graeme

Lang

Edward Elgar Published

in January

2019

应用

研究

外文

专著

69
著作权法基本原理 李扬 知识产权出

版社

全书 基础

研究

中文

专著

70

从客观到主观：刑法

结果归责的路径研

究

庄劲 中山大学出

版社

全书 基础

研究

中文

专著

71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第七版）

刘恒 北京大学出

版社 高等教

育出版社

第 25-27 章、

第 29 章

基础

研究

著作

72
人格权在民法典当

中的独立地位

张民安 中山大学出

版社

全书 基础

研究

中文

专著

73
律师实务 李正华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主编 著作

74

Ⲿ年传承：中山大学

法科学人

（1924-1953）

黄瑶 中国法制出

版社

全书 基础

研究

中文

专著

75

社会治理中民间规

范与地方立法制度

完善的研究纲要

周林彬 研究出版社 全部 综合

研究

中文

专著

注：（1）论文、专著均限于教学研究、学术论文或专著，一般文献综述及一般

教材不填报。请将有示范中心成员署名的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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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ϰ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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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作者，以出版物排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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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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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7 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111 篇

省部委奖数 6 项

其它奖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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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ŚƚƚƉ͗ͬͬůĂǁ͘ƐǇƐƵ͘ĞĚƵ͘ĐŶͬĨǆƐǇǌǆͬ
中心网址年度访问总量 超过 ϰϬϬϬ 人次

信息化资源总量

实验中心网站：ϱϬϬDď
模拟法庭大赛演示及比赛视频资源：ϭϲϬ'ď
刑事诉讼法网络课程资源：ϯϬ'ď



ϰϴ

刑事诉讼法慕课资源：ϳϬ'ď
云资源管理平台：Ϯ'ď
裁判文书数据库：ϮϬϬ'ď
地方立法信息决策资源：ϭ' 实验中心网站：

ϱϬϬDď
立法决策支持系统证券法数据库子系统：ϰϱ'ď

信息化资源年度更新量 ϱϬ'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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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信息化工作联系人

姓名 陈开春

移动电话 ϭϯϳϭϭϲϳϵϱϲϰ
电子邮箱 ůƉƐĐŬĐΛŵĂŝů͘ƐǇƐƵ͘ĞĚƵ͘Đ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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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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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法学

会2019年学术

年会

中国海洋法学会、

中山大学

黄瑶、郭萍 150 2019年 8月

23-25 日

全国

性

2 知识产权行为

保全主题研讨

会

中山大学法学院 李扬 50 2019年 1月

19 日

全国

性

3 专利代理机构

管理能力提升

研讨会

中山大学法学院 李扬 30 2019年 6月

19 日

全国

性





ϱϬ

研讨会

16 "中山大学党

内法规研究中

心揭牌仪式

中山大学法学院 陈颀 31 2019年 7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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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1 全球治理卓越法律

人才培养模式----

从中大法学院之探

索与实践出发

郭萍 首届全球治理卓越

法律人才高端论坛

2019 年 3

月 16 日

中国北

京

2 我国邮轮旅游发展

与《海商法》海上

旅客运输合同的修

改

郭萍 海峡两岸海商法律

制度研讨会

2019 年 3

月 30-4

月 1 日

厦门

3 软硬法兼施下船员

权益多维度法治保

障探究

郭萍 首届广东船员发展

论坛

2019 年 6

月 17 日

广州黄

埔

4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一章与民商法衔接

的思考

郭萍 《海商法》修改与

《民法典》编纂的

协调互动”研讨会

2019 年 7

月 29 日

大连

5 英国、伊朗互相扣

押油轮的海洋法律

思考

郭萍 2019 年中国海洋法

年会学术会议

8月

23-25 日

广州

6 邮轮运输法律问题

探讨

郭萍 第二届广州海法论

坛

2019 年 9

月 28 日

广州

7 中山大学最高人民

法院国际海事法律

研究基地年度报告

郭萍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

庭司法基地2019年

调研活动

2019 年

12 月 29

日

重庆

8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一章修改的现实、

困惑与反思

郭萍 海法与自贸区建设

法律问题研讨会

2019 年

11 月 30

日

厦门



ϱϭ

13 公共社会下“环境

正义”新解

苗波 法学前沿课题研讨

会

2019 年 6

月 16-17

日

广州

14 主题演讲：“其他

有效区域措施：概

念及其展开”

阙占文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学研究会 2019

年年

2019 年

10 月 25

日

中国海

南

15 跨界环评义务：演

进、性质与标准

阙占文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环境法学分会 2019

年会

2019 年

11 月 24

日

中国重

庆

16 知识产权制度现代

化与知识产权管理

体制和政策走向

李扬 "首届蓟门知识产

权论坛

2019 年

11 月 16

日

北京

17 关于著作权的几个

问题

李扬 暨“知识产权国家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学术研

讨会"

2019 年

10 月 19

日

深圳

18 通知删除规则的检

讨

李扬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热点问题研讨

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北京

19 著作权制度改革 李扬 互联网社交平台知

识产权保护大会

2019 年 8

月 1 日

深圳

20 知识产权诉讼特别

程序焦点问题

李扬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7

月 20 日

南京

21 深化商标品牌发展 李扬 知识产权诉讼特别

程序焦点问题研讨

会

2019 年 7

月 8 日

银川

22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审判难点问题

李扬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

商标品牌节

2019 年 6

月 29 日

成都

23 比较法视野下的行

为保全实践

李扬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审判难点问题研讨

会

2019 年 6

月 27 日

上海

24 知识产权与国际法

领域的交叉

李扬 知识产权纠纷行为

保全司法适用研讨

2019 年 6

月 15-16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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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日

25 以案释法：实践呼

唤优化专利无效诉

讼程序

李扬 第五届法学前沿论

坛

2019 年 6

月 23 日

北京

26 跨境电商对商标制

度的挑战及其应对

李扬 专利无效诉讼的程

序优化

2019 年 6

月 21 日

北京

27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主导作用的三个面

向

李扬 跨境电子商务知识

产权研讨会

2019 年 6

月 1 日

哈尔滨

28 关于 FRAND 的相关

问题思考

李扬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

权法学研究会 2019

年年会

2019 年 5

月 11 日

南京

29 黑洞事件中的法律

问题

李扬 最严格的保护知识

产权，促进创新发

展研讨会

2019 年 4

月 24 日

深圳

30 博弈论视点下的行

为保全

李扬 知识产权法治与营

商环境论坛

2019 年 3

月 30 日

北京

31 Preliminary

Injunction in

China

李扬 2019 年中国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高峰论

坛

2019 年 2

月 9 日

日本名

古屋

32 著作权司法审判热

点问题

李扬 知识产权热点问题

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1

月 12 日

北京

33 被害人过错——从

量刑情节回归犯罪

构成体系之论证

聂立泽 2019 年中国知识产

权经理人年会

2019 年

11 月

浙江苍

南

34 行政不法与刑事不

法的关系：从医药

食品安全视角

聂立泽 第十届海峡两岸刑

事法治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12 月

深圳

35 《“软暴力”的概

念及其类型化认定

研究》

陈毅坚 2019 年广东省法学

会医药食品法学研

究会学术年会

2019 年

10 月 16

日

西安

36 论欧盟专利制度一

体化改革——兼论

李洁琼 中国犯罪学学会第

二十八届学术研讨

2019 年 9

月 20 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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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粤港澳大湾区

专利保护的冲突与

协调

会（2019 年年会）

37 外商投资的“国家

安全”审查

蔡伟 创新粤港澳大湾区

知识产权合作机制

论坛暨“粤港澳大

湾区知识产权法律

联盟”2019 年年会

2019 年 6

月 15 日

至 16 日

广州

38 董事责任的再审视 蔡伟 第五届法学前沿论

坛

2019 年 5

月 26 日

宁波

39 大陆和香港民商事

纠纷调解解决机制

的协调

蔡伟 第五期中外商法论

坛

11 月 29

日至 30

日

广州

40 我国海上构筑物信

息系统布设活动在

南海地区面临的相

关涉外风险与对策

陈惠珍 粤港澳法学教育与

国家治理研讨会

2019 年 8

月 25 日

广东广

州

41 关于香港“明日大

屿愿景”填海造地

计划的若干法律思

考

陈惠珍 海上构筑物信息系

统相关法律政策问

题研究研讨会

2019 年

11 月 30

日

海南海

口

46 Admissibility of

Cross-Border

Criminal Evidence

Obtained through

Legal Cooper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 Model of

Minimal Rights

Protection

Arrangement

李利 2019 年自然资源法

学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9 日

中国香

港

47 Admissibility of 李利 International 2019 年 7 德国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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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Obtained

through Criminal

Cooper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 Model of

Minimal Rights

Protection

Arrangement

Conference on

"Cooperation and

Judicial Reform

in China"

月 31 日

-2019 年

8 月 2 日

赖堡

4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与国家治理法治化

研究

刘恒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vidence Law and

Forensic Science

2019 年 8

月 22-23

日

北京

49 《从国际海洋法法

庭第26号案看海上

军事斗争新动向》

卢婧 “国家治理与全球

治理”研究专项成

果交流暨工作推进

会

2019 年

11月7日

北京

50 《对当代海战法渊

源的若干思考-从

圣雷莫海战法手册

第九条说起》

卢婧 第二届中国特色军

事法治理论学术研

讨会

2019 年 9

月 23-24

日

大连

51 《从查戈斯咨询案

看当事国同意原则

的适用问题》

卢婧 “海上武装冲突法

的现状与挑战”研

讨会

2019 年 5

月 17-19

日

西安

52 先决问题的泛化与

主要问题准据法调

整范围的限缩

王承志 中国国际法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

2019 年 7

月 4-6 日

广西桂

林

53 先决问题的泛化与

主要问题准据法调

整范围的限缩

王承志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2019 年年会

2019 年 5

月 17-20

日

中国台

北

54 粤港澳大湾区法学

教育合作模式的实

王承志 2019 年海峡两岸国

际私法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11 与

广东广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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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探索 29-30 日

55 珠三角九市区域协

同发展立法研究

杨建广、刘娟 粤港澳法学教育与

国家治理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18

日-10 月

20 日

西安

62 法律实效评估问题

研究

董淳锷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

研究会2019年学术

会议

2019 年

11 月 23

日

广州

63 “法律与行规”的

研究方法

董淳锷 广东省法学会民商

法学研究会2019年

学术年会

2019 年

12 月 14

日

广州

64 中国外商投资法的

核心问题

梁丹妮 中国法学会金融法

治研究方阵第四届

学术论坛“金融行

规与金融法治现代

化”

2019 年 1

月 17 日

沈阳

65 China’s Recent

Policy and Treaty

Practice 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Harmonisation of

IIAs in

Asia-Pacific

梁丹妮 外资法草案修改研

讨会

2019 年 4

月 11 日

上海

66 UNCITRAL 第三工作

组改革投资者-东

道国投资争端解决

机制——中国方案

的讨论

梁丹妮 APEC 优化亚太地区

投资措施研讨会

2019 年 6

月 5 日

北京

67 《外商投资法》中

的投资保护制度

梁丹妮 UNCITRAL 第三工作

组改革投资者-东

道国投资争端解决

机制研讨会

2019 年 6

月 2 日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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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ISDS Provisions

under USMCA: A

Path Backward or

Forward?

梁丹妮 《外商投资法》高

端论坛

2019 年 9

月 15 日

西安

69 关于《中国外商投

资法实施条例征求

意见稿》的几点建

议

梁丹妮 欧亚经济论坛之

“丝绸之路学术

带”高端国际论坛

2019

2019 年

11月9日

厦门

70 A Permanent

Appellate Body:

China’s Proposal

on ISDS Reform

梁丹妮 第十三届国际投资

法专题研讨会

2019 年

12月1日

南宁

71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Legal Education:

the Practic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黄瑶 国际投资贸易与广

西自贸区法制建设

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26-27 日

广州

72 大国对习惯国际法

的影响

黄瑶 Sino-Foreign Law

School Deans’

Forum: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Legal Education

2019 年 6

月 15-16

日

广州

73 自主武器系统与国

际责任承担问题

黄瑶 第五届法学前沿论

坛“新中国 70 年法

学理论的再深化”

2019 年 9

月 16 日

北京

74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机制

黄瑶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

法律问题学术研讨

会

2019 年

11 月 2-3

日

上海

75 国际法治人才培养

机制的思考

黄瑶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

育研究会2019年年

2019 年

11 月 24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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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暨“卓越法治人

才培养与法学教

育”论坛

日

76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

法会议事规则的修

改及其影响

孙莹 “现代中国的政治

参与” 国际学术会

议

2019 年

10月7日

-8 日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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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盈杯第七

届全国大学

生模拟法庭

竞赛

国家级

160 杨建广 教授

5月 10

日-12

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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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11

日

60

开展“构筑回归之路”未成年犯帮教活动系列之一

http://law.sysu.edu.cn/fxsyzx/

2
12 月 2

日
500

12.4 入校普法班会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8l7qHSCNVYoto4idgr8yXg

3

11 月

30-12

月 2 日

600
宪法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LPQSVohA9R_0h1m4kxdtdw

4
4 月 14

日
500

税法宣传活动

1https://mp.weixin.qq.com/s/I5M9TPxhwbd4zwyGEcZjeA

5 4 月 29 500 税法进校园知识竞赛决赛

http://law.sysu.edu.cn/fxsy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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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https://mp.weixin.qq.com/s/a6Tu_PpDHUcqamTghYkr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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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昌吉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及干警培训

6 杨建广 教授
2019年4月

1-15 日

对方自筹

经费（援

疆项目），

中心免费

服务

2

新疆昌吉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及干警培训

6 杨建广 教授
2019 年 11

月 3-16 日

对方自筹

经费（援

疆项目），

中心免费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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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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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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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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将从人、财、物等方面继续

支持中心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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