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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渝会字〔2023〕34 号

关于表彰第十二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
获奖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的决定

“京津沪渝法治论坛”是由中国法学会指导，北京、天津、

上海、重庆四直辖市法学会共同主办的区域性法治论坛。本届

论坛由重庆市法学会承办，重庆市渝中区法学会协办。

本届论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

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前沿法治问题研究”为主题。四市法

学会围绕这一主题，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组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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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学法律工作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研讨，形成了一批

富有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制度价值的法学研究成果。论坛共征

集论文 680 篇，经四市法学会评审，共评出获奖论文 96 篇，其

中一等奖 8 篇，二等奖 16 篇，三等奖 24 篇，优秀奖 48 篇。根

据本届论坛的组织工作和获奖情况，确定了 12 个单位获得“优

秀组织奖”。

经论坛组委会研究决定对获奖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

予以表彰。希望获奖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为繁荣法学研究、创新法治实践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希望四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积极投身法学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实践，积极服务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附件：1．第十二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获奖论文名单

2．第十二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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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北京市法学会 天津市法学会

上海市法学会 重庆市法学会

2023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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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二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获奖论文
名单

(共 96 篇 同一等次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8 篇）

题 目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民营企业环境合规和法律机制构建——法

治化保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张志鹏

胡 泊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司法大数据应用事务外包的风险与防范—

—以数据和外包两大风险来源叠加为视角
刘连康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助理

新时代检察机关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

定位与实现路径
林 强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四级高级检察官

“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的阶

梯式治理——以 T市近三年相关案件为样本
班耿齐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数字型票据纠纷的司法认定难题和规范路

径

张晓立

韩 亮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院长、二级高级法官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商事庭团队长、一级法官

物格与权利束双重视角下的基因权利保护

研究
郭轩扬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电子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获取、保存与鉴定

方法探究
周佳丽 西南大学法学院 2022 级硕士研究生

算法推荐“侵权”诉讼：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承担泛化之反思

谷佳杰

杨雪婷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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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6 篇）

题 目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制度的立体解构和规范

进路
于晓航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中国式现代化向度下司法建议参与市域社

会治理“治未病”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刘晓静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三级法官助理

超大城市治理中司法建议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的实效性考察与路径优化

张晓玲

张独一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法官助理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法官助理

证券犯罪中行政认定函的现实困境及其系

统论法学新解
孙鹏庆 北京市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研究人员

司法助力中国资本市场表决权协议合规的

裁判路径——以 2010-2022年上市公司控制

权争夺案例为切入

郑博涵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法官

京津冀法治协同保护渤海生态环境之研究

石福新

张 颉

陈兴旺

天津海事法院副院长、二级高级法官

天津海事法院审管办副主任、三级高级法官

天津海事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若干实践问题研究

杨 飞

朱德安

刘聪聪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部主任

天津商业大学助理研究员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部检察官助理

磋商过程在合同解释中的应用逻辑及适用

规则
徐 美 中国民航大学讲师

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的时代背景、现实挑

战与进路展望

戚永福

曹瑞璇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夹层融资法律制度优化论——以长三角一

体化的金融环境支持为契机

任愿达

王诣成

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控告申诉一体化履职推动诉源治理的检察

路径

曹 化

蒋 昊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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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虚拟房地产的刑事风险探究与规制
杨 猛

朱芳怡

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知识产权的公证保护路径

胡志青

谭翔文

洪友利

重庆市渝北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

重庆市渝北公证处业务二部部长

重庆市渝北公证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

气候治理视角下欧盟碳边境措施的挑战与

走向

曾文革

王议斌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

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在应对国际关注的公共卫

生紧急事件中的运用与新发展
王婧姗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

检视与规制：区域数字经济的法治保障研究

——基于京津沪渝的横向比较

耿玉基

邓承峰

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三等奖（24 篇）

题 目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数字时代企业数据刑事合规治理之构筑思

路——以宏观、微观双层面规制为视角

彭新林

石 魏

孙 菲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二级检察官助理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视角下的行政程序立法

研究
商思刚 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综合处副处长

智能自动执行系统的构建与完善——以调

解协议执行为切入点

张亚婷

纪玉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员额法官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综合庭法官助理

利益协调视角下政府引导基金提前退出机

制研究

黄 震

周晓溢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金融法研究所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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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字检察融入政府城市治理——以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实践为例

祁治国

黄 雁

曹高航

王嘉成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公司解散诉讼中股东矛盾处理的困境反思

与路径优化

陈 实

王 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以行政复议为中枢的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

制研究

赵椿正

李同祝

天津市红桥区司法局副局长

天津市红桥区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副科长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对第四方支

付的刑法规制研究

吴雨航

杨 宁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试用期人员

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检察机关参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立

法研究

陈建强

陈烁舆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绿色金融司法保护的审视与再造——以天

津实践为视角

张长山

孙建廷

王韵琪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四级法官助理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管办四级法官助理

数字正义视阈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

险及其化解——以 ChatGPT 的运行机制为

视角

胡振娟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违反强制性规定之合同效力评价——以《民

法典》第 153 条第 1 款的适用为中心
彭 伟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五级检察官助理

数字检察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评价体系构建

——以毒品犯罪为例

朱文波

陈至运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级高级检察官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三级检察官

检察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界限
郭 箐

张庆立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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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下个人信息处理目的限制原则

优化及刑法适用

张 勇

程雯暄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企业数字责任的理念

革新与法律化路径
鲁斯齐 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耦合与进阶：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语境下的

“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对“巡回模式”的

范式研究为角度

曹彩雲

高 琼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二级法官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大型语言模型引入智能化审判的论证规则

与实现路径——以建设人民法院信息化 4.0
版为背景

李 琴

姚依哲

刘 栩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四级高级法官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审判团队负责人、二级法官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基于条线特征的法官办案工作量计算模型

构建与实践验证

陈 峰

张永清

李 敏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审管办（研究室）主任

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信息论定律约束下的“智慧法院”宏观演进

路径

龚道伟

吴小忠

李 兴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装处副处长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四级高级法官助理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三级主任科员

数字社会数据利用限度研究——以网络爬

虫法律属性与刑事犯罪类型化为分析维度
吴小忠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四级高级法官助理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轻罪治理体系构建
毛海霖

赵 靖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三级检察官助理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

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我国绿色金融标准的

法治化构建
陈 波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我国行政诉讼适格被告认定标准的反思与

重构——兼论法定主体原则的适用困境
徐艺芸 湘潭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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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48 篇）

题 目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涉碳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的实践困

境与完善路径

马 军

马志文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庭长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北京国际商事法庭）

四级高级法官助理

修正《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调研及

思考

李振宇

黄悦波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民警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民警

城市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定

位与规范路径——以超大城市人民法庭标

准化建设为视角

王 静

陈名利

陆 野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主任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副主任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民事案件简式文书适用的现状审视和规则

完善——以基层法院为视角

王媛媛

慈映涵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主任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副主任

试析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律

框架构建与保障机制
范景霖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办事处综合协管员

环境司法的类型化思考与多元法益保护—

—兼论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实践转向

赵宝玉

戎京涛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数字经济时代司法能动参与平台反垄断治

理的挑战与应对
李 钰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算法消费者法治保障—

—基于“大数据杀熟”适用公益诉讼之证成

刘 莹

包志会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法官助理

南开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生在读

撤诉重评：打造商标授权确权案件的“绿色

通道”

仪 军

时家旭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庭庭长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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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下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的化解机制研究

刘 明

孙博宇

艾丽雅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员额法官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公共法律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以生成式

人工智能为研究重点

刘 贤

李思博

北京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二级主任科员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检察工作现代化

为路径 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研究

那 娜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级高级检察官

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司法认定的

实证研究

宋佳宁

陈 莹

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2021 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认购碳汇生态环境修复方式司法适用的实践考

察与规范路径——以司法保障京津冀蓝色碳汇

区为视角

安宝双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法官助理

新时代检察机关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路径探

析——以 T市部分检察机关相关数据为例

程文帅

黄 河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数字经济法治化

研究——从京津沪渝数字经济分析切入
张 欢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检务协作保障机制

研究

戴红心

刘宏波

李现卿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级高级检察官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委、三级高级检察官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部副主任

著作权法中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贾博扬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窥探与重构：新时代专业化人民法庭的实践

检视与建设方向——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为分析样本

高天保

孙凤荣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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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质意

涵与路径构建
任丽娟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三级检察官助理

双碳目标下金融机构环境法律责任研究

——以绿色信贷为切入点

魏 婷

李 智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法官助理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宪法基础 武梦圆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干部

论“双碳”目标下我国碳排放影响评价制度

的完善

潘晓滨

杨晗雁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研究 张玉玺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停止侵害：适

用困境与纾解路径
杨雅妮 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论元宇宙视域下虚拟数字人的法律主体地位
熊进光

贾 珺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软法向度 李芬静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数字时代加密货币诈骗犯罪治理变革研究 郏梦蝶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数字人民币的民法调整与体系辐射 俞 越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标准必要专利纠纷视角下我国禁诉令制度

的适用逻辑与规则构建——以统筹推进国

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遵循

刘亚玲

吴大成

徐清云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世行新版营商环境评估 BR体系下我国自贸

区商事调解制度的优化——以“解决商业纠

纷”指标为切入

刘彬华

赵琛琛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助理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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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确权的逻辑反思与规则重构：基于

成本收益视角
牛梦倩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刑行民共治：公安机关视域下的高空抛物治理 梁晨颖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公安学院法律教研部助教

刑事远程审判中的数字化变革与规则重塑
胡亚斌

殷 雄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数字平台中“禁止转介条款”的反垄断规制 牛钰彤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生研究生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困境及其应对 刘杰勇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师资博士后

突破与进近：基层法院化解社会治理行政纠

纷互推法治政府建设双向发展的优化路径
霍袁平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四级高级员额法官

挑战与优化：RCEP 实施下检察机关服务保障

自贸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路径——以重庆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重庆自贸区发展为例

谢 洪

张兰欧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检察院检察二部检察官助理

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困境与因应

之策
黄秋红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21 级博士研究生

从问题意识到实效主义：非遗数字化保护政

策文本的量化研究

罗 丽

袁易鑫

西南大学法学院 2022 级研究生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干警

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建设下仲裁庭自裁管辖

权原则再审视——以我国《仲裁法》修订为

背景

丛 文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22 级博士研究生

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 胡 平 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实务观察和制度

完善——以 C 直辖市 75 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徐 贝

张卉丹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二级检察官助理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检察事务保障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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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视角下数据安全的分类分级保护
毕志轶

陈俊伶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形势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现实挑

战与规范路径
王庆国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电子商务的商标侵权问题研究——刍议《商

标法》第五次修改之困境
杨浩鑫 暨南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城乡绿色发展下治理模式转型：数字化治理

的问题检视与模式构建
平师晟 山东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

论第三人代为履行中的“合法利益” 赵虹霞 东南大学法学院民事检察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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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二届“京津沪渝法治论论坛”征文活动
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直辖 市 单 位

北 京

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顺义区法学会

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

天 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天津市红桥区法学会

天津市北辰区法学会

上 海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黄浦区法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法学会

重 庆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中区法学会

重庆市奉节县法学会





抄报：中国法学会，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党委政法委和

有关单位，优秀组织单位。

重庆市法学会 2023 年 12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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