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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要览

“党建引领·科教产教双融双创——2023 中国金融湖畔论

坛(秋季)”成功举行！

(通讯员 郭懿晨)11 月 24 日-25 日，由山东大学和我校分别依托第二批全国

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和第三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

创建单位，共同发起设立的“党建引领·科教产教双融双创——2023 中国金融

湖畔论坛(秋季)”在学校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

等 20 余所高校和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南湖畔，分享党建引领金融学科建设经验，

探索“党建+学科”融合模式，开展高水平教学科研交流。本届论坛包括开幕致

辞、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学术研讨、参观博物馆等五个环节。

11 月 25 日上午 9点，2023 中国金融湖畔论坛(秋季)正式开幕。校党委委员、

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汪平研究员致开幕辞。他对来自全国各兄弟院校的党建优秀

“双带头人”、先进工作者和学界精英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75 年以来，金

融学院始终秉承“由党创办、建校为党、成长为国、发展为人民”的红色基因，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当前，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是金融系统最重要

的政治任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积极探索“党建+金融”融合新模式，持续推

进“一融双高”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正当其时。

在主题演讲环节，金融学院朱新蓉教授作《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金融人才

支撑——“传道授业解惑”再解读》的报告，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

金融人才培养的时代特征、科学体系和核心要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

究员、《金融评论》编辑部主任程炼作了《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学研究：主题、特

征与展望》的报告，以我国新时代的几个重要金融发展主题为线索，阐述了其时

代内涵，展望了金融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金融学院院长、数字技术与现代金融

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联席主席余明桂教授主持了开幕致辞和主题演讲环节。

在圆桌论坛环节，围绕“党建引领‘科教·产教’双融双创”主题，来自全

国高校的 12 位专家进行经验分享及自由讨论。各院校在党建引领金融学科发展、

构建“一融双高”党建新格局等方面各具特色。金融学院副院长、第三批全国党

建工作样板支部书记吕勇斌教授主持了圆桌论坛。

11 月 25 日下午，本届论坛举行了“党建引领新时代金融学术研究”两个分

论坛。在分论坛一，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金融经济系主任贺佳教授、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副院长张群姿教授、我校金融学院教授陈思翀教授分别做了“Reveal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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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of Reputation:How Corporate Reputation Impacts Debt Cost for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Crude Awakening:Oil Prices and Bond

Returns”“Adaptation to Weather Extremes in the Banking System:The Rol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urance Mechanism”的学术报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

学院何枫教授对上述论文进行了点评。分论坛一由金融学院教授庄子罐教授主持。

在分论坛二，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教授杨学伟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教务处

处长朱小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高昊宇教授分别做了“我国 A

股国企被低估了吗”“央行绿色货币政策沟通与资产定价”“FinTech is

Informative in Financial Markets:Evidence from Earning Announcements”的学术

报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余静文教授对上述论文进行了点评。分论坛二由

金融学院宋清华教授主持。

11 月 24 日晚，2023 中国金融湖畔论坛(秋季)举行了闭门会议。参会人员就

论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展开了充分讨论，并一致同意下届论坛由中央财经大学

举办。

“党建引领·科教融合—中国金融湖畔论坛”由山东大学和我校联合北京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湖

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深圳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四川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武汉大学、西

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按名称音序

排序)共同发起，拟打造成为全国高校金融学科党建工作联盟和交流平台，为推

动金融学科高水平建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大任的现代金融人才贡献力量。

首次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

行 《保理示范法》中文译本首发

(通讯员 张向飞)29 日至 30 日，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保理法的一体化：《保理示范法》的世界

意义与中国回应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这是 2023 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保理示范法》正式通过后，第一次在中国开展的学术研讨会。会上，首次发布

了《保理示范法》中译本。研讨会期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与我校签订谅解备忘

录执行议定书，并就深入合作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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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秘书长伊格纳西奥•蒂拉多指出，《保理示范法》对世界法

学界和保理市场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次在中国知名大学开展《保理示范法》的国

际学术研讨会，更是意义非凡。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统一和协调政

府间的法律合作，是一个极具挑战和创新的工作，具有极强的学术思想和实践意

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侯振发表示，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保理示范法》

正式通过后不久即来到中国进行宣传推介，授权中南大翻译中文译本，充分体现

了协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对中国法学研究的重视和对中

南大法学学科的高度信任。希望与会嘉宾继续在中国法治建设与全球法治变革等

领域，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杨灿明指出，本次研讨会是中南大首次

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合作的重磅学术活动，是学校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深入合作，

以智力支撑和法律保障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

最好注脚。《保理示范法》的公布有望为各国保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与借

鉴，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指出，通过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深入

交流与探讨，内外互通、彼此借鉴，中国的立法理念必将迎来快速发展，世界保

理市场法的完善也必将体现更多中国智慧。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佳念表示，将全力支持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与中

国高校、学界、实务界的合作与交流，讲好法治理论的“中国故事”，推动世界

法治文明在交流中进步、在互鉴中升华。

会议设置主旨发言和六个平行论坛，分别围绕《保理示范法》的立法背景与

国际影响、比较法视野下的《保理示范法》、实务视角下的《保理示范法》、《保

理示范法》与中国法等主题，开展了深入交流讨论。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 1926 年成立，是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是国际统一私

法协会的会员国。中译本是《保理示范法》首本非官方语言译本。

首届全国数字正义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通讯员 施剑 范田雨 付琳)12 月 2 日，“首届全国数字正义学术研讨会暨

数字赋能时代刑事司法证明中的数字正义问题研究”在武汉市顺利举行。本次研

讨会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育部科技部

司法鉴定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学科创新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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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武汉市司法鉴定协会、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大学、南京警察学院、湖北警官学院、四川司法警官职

业学院等各兄弟院校以及各实务部门的专家、老师、学生 150 余人共同参与此次

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党委书记张志刚主持。

开幕式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文教授在致辞中代表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全体师生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此次盛会既有来自公、

检、法、司、律等政法部门的各级领导和实务精英，也有来自兄弟院校的著名专

家和知名学者，同时，还得到了法学、公安学、法庭科学、信息技术学、统计学

及新闻媒体等业界同仁的鼎力支持，坚信一定能够促进“数字正义”问题的系统

化、标准化、规范化有益探索。

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理事长王桂强代表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对此次研

讨会举行表示祝贺，认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期待通过深入的交流与讨论，能够集思广益，共同探索在数字赋能时代下，

如何实现刑事司法证明中的数字正义。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一处处长王海鸥代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对本次研讨会的

成功举办表示祝贺，指出在新时期提升电子数据规范化水平、加强电子数据技术

应用研究以适应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要求是电子数据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和方

向。

随后，邹进文教授、王桂强理事长、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黄方蕾共

同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数字正义研究基地揭牌。胡向阳教授和杭州

趣链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司法事业部总经理贺冬梅共同签署校企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主题报告环节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石智雷教授主持，王桂强

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品新教授、王海鸥处长、胡向阳教授共同参与发

言交流。

随后的主题研讨由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副院长闫小军教授、湖北警官学院

刑事技术与情报系主任王少仿教授分别主持，15 位专家学者分别就法治数据化、

数据法治化等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研讨会闭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党委委员周凌教授主持。

最后，胡向阳教授致闭幕词，胡向阳教授对到场专家学者、老师、同学们的

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他提出数字正义问题是一个时代命题，研究数字正义问题任

重而道远，同时希望同仁们能够持续关注和参与相关的研究和交流，期盼明年大

会能有更多的成果在大会上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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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中南大举行

(通讯员 张可)12月 1日至 3日第二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顺利举行并圆满落幕。本届年会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与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联合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本届年会为期三天，举行了年会

开幕式、主旨演讲、圆桌论坛、海闻讲座、院长(主任)联席会议、理事单位会议、

高校经济学师资招聘、经济学类图书展、理事单位会议、学术期刊论坛、CFPS

专场、CHARLS 专场、学术之星专题、中小微企业发展研究专场、中国女经济

学者专场等 76 个专题和专场活动。年会共收到 500 余篇论文，最终有 135 篇论

文入选。此外，本届年会有 70 余位国内一流高校经济学院系负责人受邀参会，

有 12 家知名出版社单位、12 家一流学术期刊和 10 余家招聘单位代表相聚武汉。

开幕式上，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覃红在致辞中向参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

迎，他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发展，中国经济也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我们更需要经济学家们的智慧和洞见，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姚洋在致辞中首先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等在本届年

会筹办过程中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

一直在引进西方的技术和思想。在今天这个新时代，作为经济学者，我们这代以

及未来几代学者的一个共同责任就是构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作为中国经济学

年会理事长，希望年会能够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贡献，促进中

国经济学家实实在在地研究重大问题，产生中国的理论。

此后，易君健教授、罗伯特·思泰格尔教授等作为特邀嘉宾进行了主旨演讲

和海闻讲座。随后，圆桌论坛邀请了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经济科学》副主编杨汝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评论》

杂志主编叶初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编辑部

主任高凌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副主编马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季刊)》执行主编易君健

等共同参与交流。

12 月 2 日下午，年会举办的学术期刊论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

文致辞并对参会的 12 家学术期刊表示欢迎。论坛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张鸿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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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下午至 3 日上午，年会同步举办了理事单位会议、经济学类图书

展、高校经济学师资招聘会、中小微企业发展专场、中国女经济学学者专场、

CFPS专场、CHARLS专场等分论坛。

12 月 3 日上午 11:00，年会闭幕式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会堂举行。姚洋

教授、李小平院长等分别进行了致辞，闭幕式由杨汝岱教授主持。

闭幕式最后举行了年会授旗仪式，李小平、张鸿武与姚洋、席天扬共同完成

年会旗帜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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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聚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我院周巍、余莉入选湖北省高等学校马

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十批)

近日，湖北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3 年度省社科基金前期资助项目评审结果，

我院中共党史党建教研部周巍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部余莉副教授入选湖

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十批)。

我院高度重视和支持教师科研项目培育工作，鼓励教师们不断提升教科研课

题申报水平，积极参与各类项目的申报。学院今后将继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引领

研究方向，在人才培养方面积极探索新机制、新模式、新举措，创新解决教育教

学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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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男，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党委

宣传部部长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大学治理中的学生组织参与模式研究》《梓年青年论丛》

《学生组织参与大学治理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学生参与大

学民主治理的研究——基于武汉市 7所大学的调查报告》《学生组织的扁平化转

型——基于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调查研究》《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认同现状研究——对武汉市 18 所高校的调查》《研究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机制——基于存量、增量与结构三维视角的实证分析 》《我国青少年法治教

育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武汉市调查数据的分析》《强三基,固四维 推进

高校共青团工作改革发展》《助推电商出海，激荡经济新活力》《从三重逻辑看主

题教育开展》《探寻中国法制史中的优秀文化》《重温潘梓年红色新闻思想》《继

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双一流”建设中更好彰显“以学生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在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中引导学生组织参与大学

治理的建议报告》等。

主持的科研项目主要有：教育部思政司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打造科

教强省背景下的学生组织参与大学民主管理研究——以湖北省 X 所高校为例(湖

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读懂中国”——新时代青年学生党性修

养质量工程体系研究(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课题 2019

年度)；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行研究一以“读懂

中国·新时代高校铸魂育人质量工程”为例(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

专业委员会课题 2023 年度)；团学组织促进学生权益维护的机制和载体研究——

基于学生组织参与校园民主治理的视角(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重点课题)；财经政

法类骨干院校青年教师思想引领研究(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

家重点开放开发试验区桥头堡战略视阙下筹建“瑞丽沿边金融学院”的可行性

研究(教育部定点扶贫滇西专项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逻辑与实

践路径(湖北省社科联“深度学习——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

余莉，女，汉族，中共党员，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哲学学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政治教育。

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新时代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四个着力点》

《坚定中国文明“生态化”发展的自信》《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中国生态

话语权建设研究》《建设中国生态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学好战“疫”思政课的四

个着力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另一种反思：走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两难境地》《马克思实践生态观的发端》《中国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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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径分析——基于生态文明的理论视角》《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实现民族复兴

的必然要求》《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等。

主持的科研项目主要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中国生态话语权建设

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17；《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研究：基于实践

批判理论的审视》，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十八大以来湖北省高校党

的思想建设研究》，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项目，2018；《新时代青年学生爱

国主义教育研究》，湖北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中心项目，2020；《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高质量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项目，2023 等。

我校非学历教育改革创新项目获批教育部 2023 年学习型社

会建设重点任务

(通讯员 郑博 袁莉)近日，教育部发布《2023 年学习型社会建设(高等继续

教育领域)重点任务名单公示》，湖北省部属高校有三个非学历教育项目入选。继

续教育学院赵凯申报的《“双碳”目标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高级研修项目》入

选教育部 2023 年学习型社会建设(高等继续教育领域)重点任务培育建设名单，

系学校首次获批该领域重点任务项目。

今年9月，学校接到教育部开展2023年学习型社会建设(高等继续教育领域)

重点任务申报工作通知后，高度重视，委派继续教育学院牵头开展申报工作，协

同相关部门和专业学院完成申报工作，最终成功入选。本次学校入选的《“双碳”

目标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高级研修项目》与以往围绕“双碳”目标实现的举措

主要聚焦在以降低能耗为主的科技路线不同，是将“双碳”目标实现的路径和需

求进行拓展和延伸。学校以“经法管”主干学科资源为依托，充分发挥“财经政

法深度融通”的办学特色，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市场调节、法治保障、政策

引领的综合治理方案。

本次项目成功获批不仅是学校紧密对接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开展国家级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更是学校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推动非学历教育事业特色化高质量发展

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学校将严格按照教育部《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的有关

要求，持续推进优势学科资源向非学历教育资源转化，促进学校继续教育事业转

型升级，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与办学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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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喜报！法学学科再添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2 月 15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官网发布《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示》。公示结果显示，我校法学学科胡开忠教授主持的“支

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构建研究”拟获立项。



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

权威性最强的项目类别，代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国家水准，也是教育部学科评估、

“双一流”建设总结验收和各类办学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捷报频传极大提

振了我校法学学科“双一流”建设的信心和决心，为学校法学学科进一步谱写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学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再添三项！

(通讯员 王胜 赖思源 陈文)12 月 28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本年度批准立项 333 项，共计 144

家责任单位获批。

我校本次获批 3项，立项数并列全国第二十五名。具体立项名单如下：

课题名称 批准号 首席专家 所在学院

中国金融安全统计监测、

预警与对策研究
23&ZD057 张虎 统计与数学学院

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制

度体系构建研究
23&ZD161 胡开忠 知识产权学院

中国保险思想通史资料整理

与研究
23&ZD179 朱华雄 经济学院

本年度我校在国家社科基金领域立项情况捷报频传，先后获批研究阐释党的

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5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 2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共

获批 42 项，其中重点项目 4 项，一般项目 28 项，青年项目 10 项，立项数并列

全国第十二，全国财经类、政法类高校第一，湖北省第二！立项数再次攀登我校

历史高峰！

截至目前，学校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共计 28 项，学校将牢牢把

握服务“双一流”建设中心任务，明确“重大科研项目持续发力”工作重心，围

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断深挖有组织科研的创新实践路径，突出“大专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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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大平台、大项目”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开展好有组织科研系列活动，切实

推动学校科研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

学校获批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

培养项目”

(通讯员 徐汇飞)近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确定 2024 年创

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资助项目的通知》，我校“‘一带一路’中意法学创

新型国际人才培养项目”成功获批，申报获批率高达 100%。

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以下简称创新项目)是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

员会为加大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支持，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合作培养创新

型国际化人才，设立并实施的新项目之一。与通过个人申报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

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和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不同，创新

项目采用“先立项后选人”的方式，给予项目单位更高的自主权，体现项目单位

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我校近些年重点推介的公派留学项

目之一。

本项目由国际交流部组织申报，项目学院深度参与。至此，我校已获批该类

项目 4项，结项 1项，每项建设周期三年。依托创新项目，我校每年可成建制选

派师生 14 人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公派留学。师生公派

留学期间，由国家留学基金提供资助，建设周期资助总金额约为 700 万元。

我校正在执行的项目已覆盖法学、统计学和金融学，为推进学校与国外高水

平大学开展可持续的科研合作和高层次国家化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未来，

学校将通过“强中台、育支点、聚生态”，高效推进“有组织的国际化建设”，

继续推进创新项目立项申报和执行工作，进一步拓展创新型、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培养渠道，助推学校“双一流”建设。

【知识产权中心】中心胡开忠教授获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立项

12 月 28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立项名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胡开忠教授申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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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构建研究”获批立项。此外，胡开忠教授还获得了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研究”立项。

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立项 333 项，共计 144 家责任单位获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批 3项，具体立项名单如下：

首席专家简介：

胡开忠，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

授、博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德国马普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

兼任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副主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知识产权和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政府间特设专家组专家，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咨询专家，商

务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专家库”专家，湖北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竞争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计划”，获评“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湖北省“优秀中青年法学

家”。在《法学研究》、《欧洲知识产权评论》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

著有《权利质权制度研究》、《知识产权法比较研究》等十多部著作，多篇文章被

《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

特别委托项目 2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及中

宣部、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委的科研项目 20 余项。研究成果曾获

得司法部法学教材和法学科研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文化部市场司全国音像市场保

护征文比赛一等奖、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项奖励，多次受

到中宣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的表彰。

重大项目概况：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科技、文化和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创新理念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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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经营创新等各方面

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驾护航。为此，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

本课题拟以支持全面创新为目标，坚持新发展理念，提出构建知识产权制度

体系的方案。课题首先对全面创新的概念和内容、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构成、两

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提出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在构建时应遵循的理论。其次，

课题拟对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的关系、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在支持科技创

新方面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构建支持科技创新的科技成果产权

制度体系的具体方案。随后，课题就支持文化创新的文学产权制度体系和支持经

营创新的工商业产权制度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最后，课题拟对制度创新与知识

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关系、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在支持制度创新方面的实践及

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构建支持制度创新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具体

方案。

【知识产权中心】中心黄玉烨教授获 2023 年湖北本科高校

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近日，湖北省教育厅发布《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3 年湖北本科高校省级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的通知》(鄂教高函〔2024〕2 号)，我校 15 个项目获批立项(本

科教育项目 10 项、研究生教育项目 5项)。其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

院院长黄玉烨教授所申报的《“知识融通”“人才赋智”“创新赋能”——知识

产权专业硕士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项目获批立项。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申报安排，我校于 2023 年 6 月组织开展了省级研究生教

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本次共向湖北省教育厅申报 8个研究生教育项目，最

终 5个获批立项。研究生教育项目立项数在全省普通本科高校中排名第二，立项

率达 63%，立项数、立项率均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我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服务地方建设、治理和发展。学校将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培育和管理，更好推动教学项目研究成

果应用到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实践中去，积极培育高层次优秀教学成果，切实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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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烨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首

届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

法学研究会理事，文化和旅游部法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

基地研究员，湖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等。武汉市“黄鹤英才”获得者，

校首届(2004-2006 年度)中青年优秀主讲教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和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文化和旅游部项目、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项目等课题 20 余项。在《中国

法学》、《法商研究》、《法学》、《法律科学》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 40 余篇，应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肯特法学院和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邀请作访问学者，并

多次赴德国、日本、韩国等国进行学术交流。

2023 年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我校获批

20 项

(通讯员 胡源 王胜 陈文)近日，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关于 2023

年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的通报》，我校共获批立项

20 项，其中一般项目 18 项，“深度学习——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

题 2项，具体名单如下：

2023 年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所在学院

象山阳明比较研究——以有无问题为中心 叶云 哲学院

绿色债券法律制度研究 谢忠洲 法学院

《民法典》时代侵权责任法适用和体系化发展

研究
唐义虎 法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国际传播研究 陈春英 哲学院

国家视角转换与政党引领形成：中国减贫奇迹

何以缔造
高飞 哲学院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与内在逻

辑
孙明扬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加快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研究： 刘凯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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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所在学院

基于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视角

湖北省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评价与政策优化

研究
刘二鹏

科学研究部

社会科学研究院

湖北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对策研究 胡淑兰 统计与数学学院

武汉市法治化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调查及实

现路径研究
韩爱华 统计与数学学院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因素及福利

研究
吴腊梅 金融学院

生命周期视角下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

率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
杨晓军 经济学院

湖北省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影响机制分析及政策建议
叶琴 经济学院

数字时代下政府信息公开的驱动机制及其传

播效应研究 ——以地方政务微博平台为例
凌双 公共管理学院

长江经济带城镇空间绿色发展：机理、评估与

实现路径
崔许锋 工商管理学院

共同缔造理念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差异化路径

与对策研究 ——以武汉市典型样态为例
杨朦 公共管理学院

流动时代下城市人口多样性的社会经济价值 朱明宝 公共管理学院

明清时期大别山区移民、宗族与社会变迁 李成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年“深度学习——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成果名称 申报人 所在学院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国际影响

力和话语权，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

雷鸣 外国语学院

积极应对营商环境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挑战 徐伟功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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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含专项任务)我

校获批 25 项

(通讯员 胡源 王胜 陈文)近日，湖北省教育厅公布 2023 年度省教育厅哲学

社科研究项目立项名单，我校共获批 25 项，其中，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12 项，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3 项，

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学生工作品牌)7 项，省教育厅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1 项，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2 项。具体名单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人 所在单位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高校大

学生参与国家形象叙事的策略

研究

指导性项目 胡桂锬 会计学院

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理论建构

与培育路径研究
指导性项目 覃 虹

党委宣传部

新闻中心

数字经济生态赋能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
指导性项目 陈镜宇 信息工程学院

“双碳”目标下湖北省公民绿

色低碳消费体系构建研究：影

响、机理与启示

指导性项目 段 珅 工商管理学院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增强保密教

育实效性路径研究
指导性项目 刘以群

党委办公室

学校办公室

督察办公室

法律事务部

不同订单模式下农户最优合作

决策及公平分配机制研究：基

于风险共担视角

指导性项目 史战文 工商管理学院

“放管服”改革与微观经济增

长 ——以机场管理体制变革

为例

指导性项目 邹 伟
科学研究部

社会科学研究院

“双一流”视域下高校破“五

唯”学术评价改革实施路径研

究

指导性项目 王 胜
科学研究部

社会科学研究院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辅导员

数字素养样态与培育机制研究
指导性项目 魏晨雪 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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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人 所在单位

新时代创新型国际人才培养路

径研究——基于湖北三所高校

的案例分析

指导性项目 徐汇飞
国际交流部

港澳台办公室

基于消费者视觉感知的零售业

货架空间分配策略研究
指导性项目 丁晓颖 信息工程学院

人机交互视阈下高校思政与学

生党建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指导性项目 司志莲 法学院

从灌输到互动：大中小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范式变革研究

思想政治理

论课
李丽珏 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创业

教育的路径研究

思想政治理

论课
杨华磊 公共管理学院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大思

政课”实践教学协同机制构建

研究

思想政治理

论课
卓张鹏

党委宣传部

新闻中心

财经青年社会实践如何服务中

国式现代化？——基于“商科

青年观察中国”实践行动的考

察

高校学生工

作品牌
何 强 工商管理学院

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品牌建设

创新路径与机制探究 ——以

湖北某高校“读懂中国”社会

实践品牌为例

高校学生工

作品牌
黄小妹 团委

党建引领协同育人--新时代高

校学生党建工作策略研究

高校学生工

作品牌
李必成 信息工程学院

从知情意行四维探究大学生爱

国意识的培养路径

高校学生工

作品牌
陆 薇 刑事司法学院

三人行必有我师：“导学思政

+”育人机制探索与实践

高校学生工

作品牌
王秀景 金融学院

融媒体视角下构建高校党建

“三网”协同育人工作模式研

究

高校学生工

作品牌
张 娇

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

华中地区高校“一站式”学生

社区综合管理模式育人成效评

价与优化路径研究

高校学生工

作品牌
张雨舟

党委学生工作部

人民武装部

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工作支持体 高校毕业生 兰玉娟 就业指导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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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请人 所在单位

系研究 就业创业 心

中外合作办学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构建研究

新时期教育

对外开放
周俊杰 法与经济学院

新时期中外合作办学推动高校

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时期教育

对外开放
万思露

党委办公室

学校办公室

督察办公室

法律事务部

2023 年度省社科基金前期资助项目我校获批 12 项

(通讯员 胡源 王胜 陈文)近日，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23 年度省社科基金前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我校共获

批 12 项，其中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十批)2 项，

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10 项，立项数创新高。具体名单如

下：

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十批)立项名单

课题名称 姓名 所在单位

习近平总书记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观研究 余 莉 马克思主义学院

信息化视阈下湖北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机制

建构研究
周 巍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省社科基金前期资助项目)

课题名称 姓名 所在单位

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制

度学诠释
曾林翊晨 国家治理学院

电信诈骗风险识别和精准防控的理论机制

与政策导向
高 楠 文澜学院

湖北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路径研究 李 程 文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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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生动实践中高校

学生“样板党支部”示范引领作用研究
李 芳

研究生院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国乡村儿童人力资

本发展的服务链研究
李珊珊

科学研究部

社会科学研究院

湖北省县域养老服务联合体建设的机制和

路径研究
刘二鹏

科学研究部

社会科学研究院

互联网影响长江经济带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的机制效应与对策研究
王许亮 经济学院

长江经济带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评价

体系构建与推进策略研究
余东升 统计与数学学院

湖北省普惠保险体系构建与助推农村共同

富裕的实践路径研究
袁 辉 金融学院

教育领域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

建设研究
赵 君 公共管理学院

我校获批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2024 年“国别和区域研

究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制)

(通讯员 徐汇飞)近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了“2024 年国别和区

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制)”立项结果。我校申报的“数智时代下法与经济学

科交叉融通型人才培养项目”成功获批，申报获批率高达 100%。这也是我校首

次获批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该类项目。

“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制)”是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为

了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加快

培养和储备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别区域问

题研究人才，设立并实施的新项目之一。与通过个人申报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

公派研究生项目和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不同，“国别

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制)”采用“先立项后选人”的方式，给予项目单

位更高的自主权，体现项目单位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我

校近些年重点推介的公派留学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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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下法与经济学科交叉融通型人才培养项目”由国际交流部组织

申报，法与经济学院深度参与。项目充分结合我校在意大利的优质实践资源，推

进法学和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以数智化赋能法治

化，以法治化规范数智化，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经济

思想，把握“数字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国家发展重大需求，设置“习近平经

济思想与法治思想”“产业数字化理论与政策”“数字经济与政府规制”“数

字经济与治理体系”和“数字经济与涉外法治”等核心培养方向，致力于培养立

足中国大地，具有使命担当、渊博知识，有理想、有文化、有远见，具有国际视

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法律等相关行业

和领域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本项目执行期为 2024 年至 2026 年，三年期间我校可选派 10 名教师和研究

生赴意大利研修，选派专业领域包括法与经济学、数字经济与法治、比较法与欧

洲法和认知法庭科学等。

“数智时代下法与经济学科交叉融通型人才培养项目”的成功获批，是学校

高效推进“有组织的国际化建设”的成果之一。学校将继续通过“强中台、育支

点、聚生态”，推进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项目制”项目的立项申报和执行

工作，拓展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渠道，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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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荣誉

周铭山教授合作论文在《管理科学学报》公开发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周铭山教授（通讯作者）与合作者范琳琳（西南

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论文《风险投资经验、投资行为与初创科技企业存活——

基于风险投资税收优惠的准自然试验》在《管理科学学报》2023 年第 12 期第 26

卷发表。《管理科学学报》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科认定的 A类期刊。

摘要：从异质性的风险投资经验角度出发，以 2005 年—2020 年初创企业为

样本，基于税收优惠(财税[2017]38 号)政策研究了典型风险投资与“套利”风

险投资的行为策略和投资绩效。研究表明，在项目选择和投后管理策略上，为满

足“持有股权满 2年”这一政策条件，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采取了“高风险、高

增值”策略，缺乏经验的风险投资选择“低风险、低增值”策略。在投资期限上，

缺乏经验的风险投资持有股权满 2年后迅速退出、投资期限明显下降，经验丰富

的风险投资未进行期限操纵。在投资成效上，只有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所投企业

存活概率明显提高。本研究为政府利用财税产业政策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供

了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引。

关键词：风险投资;经验;投资行为;税收优惠;企业存活

作者简介：周铭山，1976 年 10 月出生，汉族，江西广丰人，中共党员，教

授，博士生导师。1998 年本科毕业于桂林理工大学（原桂林工学院）地质矿产

勘查专业；2002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保险会计专业；2010 年博士

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2013 年 7 月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

长；2017 年 3 月任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2020 年 8 月任西南财经大学研究

生院院长兼科研处处长；2021 年 9 月任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22 年 7

月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和公司创新。

【会计学院】我院学子在“2023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

展与技术创新大赛财经素养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通讯员 刘乘汝 畅雅莉)11 月 26 日，“2023 年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

展与技术创新大赛财经素养大赛”在我校成功举办，我院学生荣获国内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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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角逐，会计学院王宇纯、刘诗悦两位同学凭借出色的发挥勇夺桂冠，

荣获此次比赛的国内组一等奖，会计学院王嘉鑫老师获得了优秀指导教师一等奖，

与此同时，我校获得了最佳组织奖和突出贡献奖。

据悉，此次比赛由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国际联盟、中国科协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培训中心主

办，中国发明协会、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联合主办，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

方)技能发展工作组承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广州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赛事分为中国区赛事和

国际区赛事，来自国内多所学校和金砖国家的同学积极参与了此次赛事。

【会计学院】会计学院新进教师郭俊杰博士论文在期刊《经

济学》(季刊)正式发表

近日，会计学院新进教师郭俊杰博士、副教授与厦门大学教授方颖合作的论

文《绿色信贷政策、信贷歧视与企业债务融资》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学》(季

刊)2023 年第 6期正式发表。该文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法揭示了绿色信

贷政策影响企业债务融资的三条途径。通过信贷总量控制，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

效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但通过强化环境绩效对企业信贷融资的

影响，并显著削弱银行信贷歧视，政策也带来环境绩效效应和银行信贷歧视效应，

促使信贷供给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分配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在三条途径的

综合影响下，政策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借款增长，对民营企业则无显著影响。

郭俊杰老师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期刊公开发表

多篇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各类课题。

【工商管理学院】韩翼教授和赵琛徽教授当选为湖北省人力

资源学会副会长

2023 年 12 月 2 日，由湖北省人力资源学会主办、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

学院承办、《管理学报》杂志社和《珞珈管理评论》杂志社共同支持的湖北省人

力资源学会 2023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南湖综合楼一楼报告厅隆

重召开。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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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业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长江大学、三峡大学等

27 所高校，53 个企业的 298 名学者和嘉宾参加了此次会议。开幕式由华中师范

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系主任、教授文鹏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党委

副书记查道林、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部长陈国祥、湖北省人力资源学会会

长廖建桥发表讲话。

大会听取了第三届学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情况介绍；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湖

北省人力资源学会会换届选举办法》、换届选举监票人、计票人、学会章程修改

说明及会费标准；表决通过了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和常务理事候选人；投票

选举产生了第四届湖北省人力资源学会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赵琛徽教授和韩翼教授当选为第四届学会副会长，工商管理学院王淑红教授、

刘文兴教授、毛江华副教授当选为常务理事。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燕萍主持学术主题研究报告会。华中科技大

学管理学院教授廖建桥和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刘智

强围绕主题进行分享。年会进入下半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

芳主持年会教学主题报告。《珞珈管理评论》杂志编辑部主任路小静就该刊的发

展过程、投稿要求和主要关注的问题进行简单介绍。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张光磊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淑红围绕教学主题进行专题报

告。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孙泽厚主持年会实践主题报告。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大学副校长陈亮、HRD私董会特邀讲师兼某科技集团事业部

总经理吴莉、科大讯飞华中公司副总经理兼武汉研发中心运营总监王铜发进行分

享。

新任学会会长、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龙立荣公布了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本次会议共评选优秀论文特等奖 4 名，一等奖 8 名，二等奖 16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 26 名。最后，由主持人宣布下一届会议将于武汉理工大学召开，武

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光磊接下会旗。至此，湖北省人力资源学会 2023 年

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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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数学学院】我院《时间序列分析》课程获批 2023

年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通讯员 舒鑫才 邱天怡)近日，湖北省教育厅公布 2023 年省级一流本科课

程认定结果，其中，我院张虎教授负责的《时间序列分析》课程入选线上线下混

合式一流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团队其他主要成员 课程类型

1
时间序列

分析
张 虎

杨青龙、汪家义、肖健、

魏金龙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

流课程

时间序列分析是统计学、经济金融、管理类学科中主流的定量分析方法之一。

该课程旨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寻找其内在

发展变化规律，并通过建立合理的模型预测未来趋势，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培

养学生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解决复杂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能力。课程具备很

强的应用性，强调融通和创新，秉持“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三大标准，注

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自 2019 年教育部启动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以来，学院全面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致力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建立健全课程建设激励机制，定期

更新课程资源，提升教育教学、人才培养质量。

未来，学院将继续注重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与优秀案例推广，建设与新时代人

才培养相适应、与新技术相融合、与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相配套的教育教学管

理机制，切实加强一流示范课程推广应用和示范带动作用。

【工商管理学院】我院两篇案例成果获评首届全国国际商务

专业学位示范案例

(通讯员 曲俞柯)12 月 2 日，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示范教学案例总结会暨

首届教学案例开发与应用研讨会在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召开。会上，全国国际商

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公布了首届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示范教学案例

入库评选结果，我院曹亮教授团队和刘凯副教授团队开发的两篇案例获评示范教

学案例。两位教师受邀参加了大会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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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案例研讨会上，曹亮教授发表了主题为《国际贸易实务综合案例开

发经验交流——以“风起云涌——A股份公司出口交单困境的破局之路”为例》

的会议报告，向与会者介绍了其团队的案例开发过程与经验心得。

本次案例征集工作由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开

展，于 2023 年 3 月启动，共收到来自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培养单位的共 210 篇案

例，经各培养单位推荐，教育指导委员会严格的资格审查、专家打分、内容查重

和专家会评等环节，最终评选出 53 篇示范案例，作为国际商务案例库入选案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紧密结合新时代对人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要求，大力发展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高度重视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建设，

努力提升学院专业学位教学水平与课程体系建设，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两

篇获选案例充分体现了我院国际商务专业的特色与优势，是我院国际商务专业人

才培养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今后，我院将再接再厉，继续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案例教学，助力知识复合、学科融合的新型商科人才培养。

【哲学院】喜报！万健琳教授主讲课程入选省级一流本科课

程

近日，湖北省教育厅公布 2023 年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我院万健琳

教授主讲的《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课程入选线下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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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健琳教授积极响应教育厅号召，深入本科教学一线，带领教学团队探索课

程建设与改革。《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课程建设依托学科平台优势，注重将科

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大力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该课程自开设以来，教学效果良好。

下一步，学院将继续落实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要求，加大课程建设投入力度，

重视课程持续建设，提升课程建设质量，切实发挥一流本科课程的示范引领作用。

【法学院】喜报|我院荣获第二十一届“理律杯”全国高校

模拟法庭竞赛八强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8 日，第二十一届“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在

清华大学法学院顺利进行。我院代表队在本次“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

中荣获全国八强，谢萧同学荣获“优秀辩手”称号，充分展现了我院学子的专业

素养与精神风貌。

“理律杯”是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台湾理律文教基金会和台湾理律法律

事务所协办的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自 2003 年首届举办以来，每年有 40 余所

高校参与，邀请众多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专家担任评委，是目前大陆地区规模最大、

参赛学校最多、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模拟法庭竞赛，被誉为“中文模拟法庭竞赛皇

冠上的明珠”。本届理律杯赛题以“新业态和平台经济下的民事纠纷”为模拟案

件，围绕当前司法实务中的关键问题和争议焦点展开研讨与辩论。

本次赛事由我院辩论队(思辩学园)代表学校参赛，2021 级本科生谢萧、张

雅婷、吴雨程、陈苇杭、鞠滢翀、孙宁共 6 名参赛队员组成代表队，2020 级本

科生李贤齐担任学生领队。思辩学园主教练徐小奔老师担任总教练，并与法学院

吕琳老师、疏义红老师、校友沈大力律师及第二十届理律杯最佳辩手李贤齐组成

教练组。在备赛期间，韩桂君老师、陈大创老师、方俊老师、陈大创老师、夏昊

晗老师、李昊老师、李金镂老师、梅维佳老师、伍治良老师等都为代表队提供了

专业指导，2020 级本科生钟世欣、季千紫、李姗珊、杨影、刘欣怡向参赛队员

分享赛事相关经验，帮助队员们提高庭辩技巧。

9月初，思辩学园面向全院进行了模拟法庭赛队选拔。经过笔试与面试的考

核，充分考察选手的学科素养、辩论与表达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确定最终人选，

为本次比赛取得佳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在学院的关心与老师们的指导下，

队员们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备赛中。在长达三个月的备赛期中，队员们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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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检索相关文献、不断打磨书状内容，通过模拟训练等方式为最终的庭辩做好

准备。

11 月 25 号，比赛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正式开始。本届竞赛中，我院代

表队披荆斩棘，力克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宁夏大学，连胜四场，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成功出线，在 40 所高校中顺利晋级八强。在复赛阶段，对阵

传统强队安徽大学，我院选手在陈词环节随机应变、张弛有度，在辩论环节以严

整的逻辑、流畅的表达展示出了法科学子的风采。尽管最终惜败对手，止步八强，

但队员们的表现仍给评委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年来，我院辩论队在国内多项模拟法庭赛事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

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六度荣获全国八强，其中包括两次季军、一次亚军，展现了

传统强队的风采和竞争力。今年还获得了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二等奖、“明

法杯”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最佳书状奖等，充分展现了我院在专业知识、职

业技能培养方面的实力。我院辩论队负责人表示，将做好本届赛事的经验总结工

作，继续脚踏实地加强训练、打磨比赛方法与技巧，在未来的各项模拟法庭赛事

中继续为学院及学校赢得更多荣誉。

【工商管理学院】喜报｜我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周心昊喜

获“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实习录用

(通讯员 姜倩倩)近日，我院 2021 级农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周心昊喜获“联

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ESCAP)实习录用通知，将赴总部从事气候变化、GIS等可持

续发展领域的相关工作。这是工商学子首次在国际组织实习的公开选拔中被成功

录用。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是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下属的五个

区域委员会之一，总部设立在泰国曼谷，是亚太地区建立最早、代表性最为广泛

的多边经济社会发展组织。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促进本地区社会

经济的发展。亚太经社会是联合国的附属组织，工作包括通过在区内收集、评估

和分发有关经济、科技及统计资料，进行研究并提出和制订新措施，以促进亚太

地区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未来，学院将继续秉持“创新性、融通型、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特色模式，

持续扩大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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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学院】我院教师荣获首届中国财政学青年学者论

坛优秀论文奖

12 月 10 日，首届中国财政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财政

税务学院院长张克中教授、田彬彬教授、赵颖副教授、欧阳洁老师应邀参会。在

会议评选的 5篇优秀论文中，田彬彬教授撰写的《从冲突走向协调：税收任务视

角下的税收优惠落地》、欧阳洁老师撰写的《信息摩擦、预算监督与政府支出效

率》位列其中，充分展现了我院学科建设的成果和青年教师团队的精神风貌。

中国财政学青年学者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登

峰战略财政学优势学科和《财贸经济》编辑部共同主办，首届论坛由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论坛旨在为我国财税学科的青年学者提供学术展示平

台，激发青年学者创新活力，助推中国新一代财政学研究骨干成长。

据悉，首届论坛共收到投稿论文 190 余篇，最终通过评审参会论文 42 篇，

经论坛组委会和学界专家投票，共评选优秀论文 5篇。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做主旨

演讲，分别就财政学研究、青年财政学者成长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了专题报

告。此外，首届论坛还设立 7个分论坛，参会学者就现代财税制度建设、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与财政可持续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研论。

【国家治理学院】陈柏峰院长在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座谈推进会上领奖

2023 年 12 月 11 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主办的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座谈推进会暨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交流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翁铁慧，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杨卫出席并讲话，上海市副市长解冬，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出席并致辞。会议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任友群主持。

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覃红，法学院院长、国家治理学院院长陈柏峰参加了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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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举行了首届“卓越青年研究生导师”颁奖仪式。教育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翁铁慧向陈柏峰等首届“卓越青年研究生导师奖励基金”获奖者颁奖。

“卓越青年研究生导师奖励基金”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指导，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旨在加强新时代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提升青年导师队伍水平，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以激励在“四个面向”

等方面为研究生人才培养做出卓越贡献的青年研究生导师。首届共有来自 20 所

“双一流”高校的 20 名青年研究生导师入选。

下一步我院将进一步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培养模式改革，提升

师资队伍水平，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服务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法与经济学院】罗马法学术期刊《CODEX》定为 A 级，我

院院长担任合作主编

12 月 13 日，意大利知名罗马法学术期刊《CODEX》经意大利大学与研究

部下属的国家大学与科研评估署(ANVUR)评定为意大利法学 A 级期刊。该期刊

由罗马第一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罗马一大法与经济学院意方院长

Oliviero Diliberto 教授与中方院长黄美玲教授担任合作主编，意方副院长

Domenico Dursi教授担任通讯编辑。

意大利国家大学与科研评估署为意大利国家教师职称评定及博士学位考核

的官方机构，其期刊评定涵盖建筑学，古籍、语言、文学研究及艺术史，历史、

哲学与教育学，法学，经济学与统计学，政治与社会科学 6大学科，是意大利最

权威的期刊评定标准。

《CODEX》发刊于 2017 年，几年内即跻身国家 A级期刊，体现了其严谨的

学术风格和专业的编发水平。《CODEX》受意大利国家重大利益项目(PRIN)支

持，以严格的科学性摒弃教条主义与派别之分，旨在为罗马法学界公开、科学、

非功利性的研讨提供学术平台，编者们注重跨学科交流与研究，赋予学科交叉领

域的学术成果重要价值，被誉为哲学家卡尔·波普所倡导的“跨越学科界限研究

问题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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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我院教师参加第二届湖北省高校旅游管理

创新案例大赛决赛斩获佳绩

2023 年 12 月 9 日，在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国家虚拟教研室的指导下，由湖

北省高等院校本科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湖北省旅游学会联合主办，

湖北经济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携手承办的第二届湖

北省高校旅游管理创新案例大赛决赛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顺利举行。

上午 8 时 30 分，开幕式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二楼会议厅正式开始。教育

部高等院校旅游管理类教指委副主任、湖北省高等院校本科旅游管理类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旅游学会会长马勇教授、湖北经济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院长毛焱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旅游分社李欢社长分别致辞。湖北省高等院

校本科旅游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旅游学会副会长邓爱民教授作

为第二届湖北省高校旅游管理创新案例大赛决赛裁判长介绍评委并宣布比赛规

则。

上午 9时整，案例大赛决赛的微案例比赛以及综合案例比赛分别在华中科技

大学出版社一楼 104 会议室和二楼会议厅进行。11 个微案例和 11 个综合案例参

赛代表分别汇报了案例及教学指导说明，并根据评委提问做了回答。案例主题涉

及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四个自信、荆楚文化、文创产品、遗产旅游、研学旅行、

旅游大数据、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文旅融合、社区关系、红色旅游、长江夜游、

全域旅游、乡村旅游、美育浸润、农文旅教、生态搬迁等诸多热门话题。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案例大赛决赛的微案例比赛和综合案例比赛分

别决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4名和三等奖 6名。我院李莺莉、杜鹏老师开发的案

例“长安十二时辰的穿越”荣获综合案例比赛二等奖；桂橙林、任洁、张大鹏老

师开发的案例“留得青山在：神农架生态搬迁与百姓同富共进”荣获综合案例比

赛二等奖；邓远建、朗晓娟、孙绘淳、梁志会、秦小迪等老师开发的案例“共同

缔造，美美与共：九美锣场‘农文旅教’融合新模式案例分析”荣获综合案例比

赛三等奖。

邓爱民教授宣布了比赛结果，马勇教授代表主办方做了赛事总结，马勇教授、

邓毅教授、李欢社长分别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得者颁奖。

本届案例大赛吸引了湖北省内 12 所本科院校报名参赛，参赛选手总计 75

人，覆盖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烹饪与

营养教育、文化艺术等相关专业教师，作品主题涉及红色旅游、文化旅游、文化

创意、生态旅游、研学旅行、会展与节事、酒店与餐饮等相关行业现实案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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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大赛的成功举办对促进和提升湖北省高校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水平和能力起

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在旅游管理类专业教育界内掀起了案例教学改革的热潮，引

导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师更加关注行业热点与趋势，将现实案例引入课堂，切实提

高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

助力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提高湖北省高校旅游管理类教学水平。

【国家治理学院】我院徐汉明教授研究成果在权威期刊《中

国法学》发表

近日，我院徐汉明教授的研究成果“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在国内法

学权威期刊《中国法学》2023 年第 6期正式发表。

文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的社会治理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内容。这一理论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为什么以

及怎么样推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涵盖根本保证论、根本宗旨论、工作布局

论、治理格局论、治理动力论、治理主体论、基本原则论、治理体系论、民主协

商论、依法治理论、网络综合治理论、基层治理论、城市治理论、全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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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论等系列观点，呈现出实践性、科学性、时代性的鲜明特色。这一理论是马

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管理、国家与法基本原理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持

续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保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行动指南，也是

加快建设社会治理法学新兴学科“三大体系”的根本指导。

2023 年，徐汉明教授领衔的社会治理法学学科团队，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

研究、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升、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产出系列研究成

果，发表 C类以上期刊及转载十余篇，批示采纳二十余件，主编出版国内首部

社会治理法学教材《社会治理法学概论》，进一步助推了社会治理法学自主知识

体系构建。目前我院“社会治理法学”新兴学科已率先进行“三大体系”构建实

验，下一步，将按照教育部、湖北省委、省政府及学校党委的部署指示，加强社

会治理法学与其它高校合作共建，助力社会治理法学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实现由

“中南盆景”向“湖北园景”再向“全国全景”辐射推广。

【国家治理学院】我院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荣获

2023 年度 CTTI 智库最佳案例、优秀成果一等奖！

近日，由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南京大学中国

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共同承办的

2023 新型智库治理论坛在云南昆明顺利举行。论坛聚焦“超智能社会、全球治

理与新型智库建设”主题，吸引全国智库界、思想理论界的 400 余名专家和智库

负责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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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公布了CTTI2023年度智库最佳案例与优秀成果征集与推介活动的结果，

并为入围的案例和成果颁发证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社会治

理法学学科带头人、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徐汉明教授领衔撰写的《以党的二

十大部署精神为引领推动司法体制改革项目“悬空”落地的若干建议》入选

CTTI2023 年度智库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

革研究中心参评的《搭建部省高校共建新文科“社会治理法学”协同创新体

(1+6)，打造国家法治高端智库》入选 CTTI2023 年度智库建设最佳案例示范案

例。

据悉，CTTI2023 年度智库共征集到 542 份智库成果，有 287 份成果入围智

库研究优秀成果推介名单，其中特等奖 56 份、一等奖 114 份、二等奖 117 份；

共征集到 227 份建设案例，118 份案例入围智库建设最佳案例推介名单，其中标

杆案例 20 份、示范案例 39 份、优秀案例 59 份。

【法学院】我校在第 20 届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大赛中荣获

三等奖

12 月 9 日至 10 日，由外交部指导、中国空间法学会主办的第 20 届 CASC

杯曼弗雷德·拉克斯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在京圆满举办。本次竞赛吸引了来

自我校及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 30 所高校学生参赛。我

校代表队经激烈角逐，在竞赛中荣获全国三等奖。

我校代表队由雷益丹老师担任指导老师、2020 级本科生李相龙担任助理教

练，以 2021 级本科生陈俊良、2022 级本科生丁紫漪和郭笑萱为参赛队员，以 2023

级研究生胡美齐和翟红梅为研究队员。

本次竞赛分为书状和口头辩论两个环节。书状撰写阶段，自拿到赛题后的近

3个月时间里，在指导老师的细致指点下，队员们广泛开展文献搜集与研读工作，

多次召开讨论会交流观点，数易其稿、反复打磨，形成了书状的最终版本，凭此

顺利进入口头辩论阶段。口头辩论阶段，正式比赛前，队员们进一步对赛题进行

研究，精炼辩论文稿，预测法官问题，整理问题清单，周密制定应对策略，并进

行了多次的模拟实战演练，适应真实赛场场景。正式比赛中，队员们沉着冷静、

慷慨陈词，以清晰的思维逻辑和流利的口语表达阐明观点，面对法官提问从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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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应对自如，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最终斩获全国三等奖

的优异成绩。

曼弗雷德·拉克斯(Manfred Lachs)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是国际空间法

学会(IISL)1992 年创办的年度性、世界级模拟法庭大赛，该大赛因其每年的全球

总决赛均由国际法院三位现任大法官亲自出庭审理而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专业水

平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模拟法庭竞赛之一。中国空间法学会自 2003 年开始举办

的国内竞赛是其全球竞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成功举办 20 届。竞赛书

状、陈辩、裁判语言均为英语。

本届赛题聚焦低轨卫星星座、卫星碰撞、空间碎片、黑暗宁静天空保护及外

空科学考察自由等空间法热点议题，既展现了外空法律治理与航天技术发展的紧

密联系，也深入探讨了人类在探索外空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外交部条法司一等

秘书徐宇，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赵云，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委张振

军，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何星，以及 Gilat卫星网络有限公司

区域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司源应邀担任主审法官。此外，原中国长城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李剑刚也应邀参与书状评审。

我校一贯注重人才培养，鼓励国际交流，支持学生参加各类国际模拟法庭竞

赛。我校国际模拟法庭辩论队在“Jessup”国际模拟法庭比赛、国际空间法模拟

法庭竞赛、WTO模拟法庭竞赛、“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等

赛事中，取得了众多优异成绩。本次竞赛的国内赛已告一段落，代表队将总结本

届赛事的相关经验，希望在亚太赛环节中突破自我，续写佳绩！

【金融学院】金融学院投资系师生在第四届全国智慧城市与

智能建造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中荣获二等奖

2023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第四届全国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大学生创新创

业竞赛在重庆大学举行决赛。我院投资系师生参赛作品《HBLIOS-基于 Mass

Motion仿真模拟医疗建筑内部空间布局设计优化系统》荣获二等奖。

全国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是由教育部工程管理和工程

造价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面向在校大学生的全国性大赛，自 2020 年以

来，已成功举办三届。大赛旨在推进高校实践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与经验交流，

培养大学生创意、创新和创业意识，提高团队挑战、协作和工程实践能力。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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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以“数智建造，创领未来”为主题，围绕智慧城市和智能建造的多个子领域，

为国家、社会和企业培养创新型人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投资系派出一支参赛团队，由周颢烔，管浩伟，

李龙文，张俊奇，曹宇航五名本科生组成，指导老师为金融学院投资系郑弦和张

艳。团队自 7月份准备，在湖北省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大学生创业创新竞赛中积

累经验，不断优化完善作品。在国赛初赛阶段，我院参赛作品从 77 份参赛作品

中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决赛。在决赛现场，团队主讲人管浩伟进行了 20 分钟的

作品展示，五名同学共同参与了 10 分钟的答辩环节。团队成员不畏困难，开拓

创新，赛场上沉着冷静，自信大方，充分展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子风采。通

过此次参赛，不仅展现了我校师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水平，也为学校赢得了良好

的社会声誉。

本次竞赛至此已圆满结束，但是比赛所传达出的对创新创业更高的追求，以

及对高校学子数字化能力的更高水平培养仍将继续。在工程建造产业数字化和智

能化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金融学院投资系师生将继续关注和参与高水平创新

创业科研竞赛，促进“新文科”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升

学科建设水平。

【金融学院】朱新蓉教授主导的创新教研方法入选教育部虚

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典型名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进教育数字化”“培养高素质

教师队伍”的重要部署，深化虚拟教研室建设，加大典型示范力度，虚拟教研室

建设专家组开展了典型虚拟教研室、典型教研方法、典型教研成果选树工作。基

于各虚拟教研室年报数据，经学科协作组推荐、虚拟教研室建设专家组论证等工

作程序，形成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典型名单，其中典型虚拟教研室 50 个、典型

教研方法 100 项、典型教研成果 50 项。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典型名单于 12 月

13 日发布。其中由银行管理课程虚拟教研室负责人朱新蓉教授主导的创新教研

方法《找准“思政”“专业”与“平台”契合点，探索课程思政新模式”》入

选教育部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典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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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类型：课程(群)教学类

教研室名称：银行管理课程虚拟教研室

教研室负责人：朱新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研室简介：银行管理课程虚拟教研室建设是以实体教研室为基石，以《商

业银行经营管理》试点课程为载体开展的“智能+”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利用银行管理教研室现有的学科积淀、师资力量等资源，广泛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交流活动，加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全面提高教书育人能力；依托

虚拟教研室，跨越专业、学校、地域的限制，充分加强高校间的教研交流，以《商

业银行经营管理》课程为试点，协同共建教学大纲、知识图谱、教学视频、电子

课件、习题试题、教学案例、实验项目、实训项目、数据集等教学资源，推动高

校协同打造精品教学资源库、优秀教学案例库、优质教师培训资源库等，推动互

联互通、共建共享；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探索突破时空限制、高效便捷、形式多

样、“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师教研模式，推动专业建设、课程实施、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探索。

【财政税务学院】我院张子尧老师合作研究成果在权威期刊

《世界经济》发表

近日，我院张子尧老师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劳动收

入份额：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在国内权威期刊《世界经济》2023 年第 12 期正

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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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保险制度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本文先从理论层面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社

保缴费负担通过资本和劳动替代(互补)效应、产品市场垄断力量以及劳动力市场

垄断力量 3 种途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借助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颁布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

担加重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保缴费负担

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垄断

力量提升导致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及低工资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明显,特别是

小微企业和低工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工资显著下降,表明社保缴费负担增加对低

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本文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

职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简介：张子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年薪制副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学博士(2022)，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

配置效率、企业市场势力和生产率、财税政策和企业行为等问题。研究成果发表

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学术期刊。曾获得第七届当代经

济学博士创新项目、第七届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奖学金等学术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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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学院作品获 2023 年“读懂中国”主题活动全国优

秀征文奖

(通讯员 郭祺)近日，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印发《关于公布 2023

年“读懂中国”活动入选作品名单的通知》(教关委函[2023]11 号)，财政税务

学院《陈光焱：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作者：郭祺、竹苗苗，指导老

师：袁桂君、钟唯)获评全国优秀征文奖。

本次“读懂中国”活动评选，是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

教育部关工委以“老少共话二十大，踔厉奋发新征程”为主题，在全国高校中开

展。财政税务学院党委在学校党委和关工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组织动员学生广

泛参与，把“读懂中国”活动作为助力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渠道，主动融入学

校思政体系，协同凝聚育人合力。

陈光焱教授扎根史学研究三十余年，在提升财政史影响方面贡献了重要力量，

为财政史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陈光焱教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

湖北通城县委宣传部负责在职干部理论教育工作，这段经历为其撰写国家“九五”

重点图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1999 年陈光

焱被学校聘为《中国财政史》课程首席教师，2007 年《中国财政史》被评为省

级精品课程。三十余年财政史教学经历、十余部史学著作、十余项课题研究、百

余篇学术论文是陈光焱教授一生的学术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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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啻微茫，造炬成阳。陈老先生饱含深度与厚度的学术人生背后是其穷极一

生的坚守与传承。循循善研增知识才干，是他的终身矢志；殷殷教导润成长心田，

是他的师德底色；孜孜不倦践初心始终，是他的历史使命。陈光焱教授终身矢志

兴文化，一世奉献甘无悔，是吾辈及后辈之楷模、当学之典范。

【统计与数学学院】喜报！张虎教授获批 2023 年度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通讯员 舒鑫才)12 月 15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2023 年

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统计与数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张虎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中国金融安

全统计监测、预警与对策研究》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本课题立足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将维护金融安全

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金融安全监测、金融安全预警以及金融安全

监管为研究内容，5个子课题分别围绕“我国金融安全的理论体系研究”“我国

金融市场安全的统计监测及预警研究”“我国地方金融安全的统计监测及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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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我国金融机构安全的统计监测及预警研究”“我国金融安全的政策体

系研究”，系统解决理论、方法及应用问题。课题通过构建相关指数测度、损失

概率分布估计法、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等金融安全监测预

警方法的运用，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为明确金融安

全战略的实践方向、拓宽金融稳定发展的实现路径、开展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研

究提供学术价值，为依托金融安全监测与预警体系，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和系统综

合评估，加快形成数据驱动的金融安全监管决策体系，助力全球金融稳定发展、

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贡献中南智慧和中南方案。

后续，在学校和相关业务部门指导下，统计与数学学院将以此次获批重大项

目为契机，持续做好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工作，为服务学校、学院高质量发展再结

硕果、再创佳绩。

【国家治理学院】徐汉明教授领衔的社会治理法学专家团队

提交的系列报告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肯定性评价

近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来感谢函，对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提交的 4 篇咨询报告及期刊内容给予肯定

性评价，认为提交的报告内容具有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感谢函说，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社会治理法学学科带头人徐汉

明教授领衔的社会治理法学专家团队撰写的《以党的二十大部署精神为引领，推

动司法体制改革项目‘悬空’落地的若干建议》《构建‘和美网格’治理单元，

建设‘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共同体》《提高‘管党治党’法治化水平的六大

对策》，“扎根中国本土，回应治理难题——《社会治理法学概论》出版发行”

等专题研究材料经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要领导同志批示后，并摘要上报中央

领导同志参阅。感谢函结尾还希望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及徐汉明教授领衔的社会

治理法学专家团队继续保持交流，为支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献智献策。

据悉，徐汉明教授领衔的社会治理法学学科团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

导向、学术取向，加强与决策部门的对接和互动，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社

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升、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产出系列研究成果，坚守

社会责任，坚持高标准定位，以增强研究能力为核心全面提升智库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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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学院】我院赵颖、鲁元平两位教师合作研究成果

在顶级期刊《管理世界》发表

近日，我院赵颖、鲁元平两位教师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税收激励如何影

响企业内分工？”在顶级期刊《管理世界》2024 年第 1期正式发表。

论文摘要：分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间分工

但忽略了企业内分工。中国“营改增”消除重复征税产生了税收激励，本文以此

为切入点，讨论改革究竟是促进企业分工还是引致企业拆分。这不仅弥补了现有

研究不足，还为企业内分工领域研究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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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注册、税务信息、企业股权网络和投融资信息的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方法尝试

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1)“营改增”显著促进企业内分工，存续时间更长

的企业这种效应更显著；(2)“营改增”通过两种方式降低企业税负，体现为小

规模纳税人身份的分公司和一般纳税人身份的分公司数量均出现显著增加；(3)

这种分工实质上是企业的分拆行为，规模偏向型的税收激励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所有者和代理者均有意愿促成这一现象。(4)企业以私营企业为主要对

象进行外部关联，同时存续时间出现显著降低。上述分析视角能回答中国企业快

速进入、关联性不断增加和企业存续期减少的特征事实。在此意义上，部分企业

对税收政策产生了政策依赖现象，通过分拆进而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这成为今

后制定和完善相关税收政策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作者简介：

赵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副博导，研究方向

为公共部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入选湖北省重要人才工程、香江学者、湖北省

博士后卓越人才跟踪培养计划和文澜青年学者。以独立或第一作者身份在 China

& World Economy、《经济研究》(3 篇)、《中国工业经济》和《金融研究》等期

刊发表论文。主持国家自科(3 项)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等课题共 10 余项。曾获湖

北省优秀调研成果奖一等奖和武汉市第 16 次社科成果奖一等奖。为 China

Economic Review、China &World Economy、《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

工业经济》和《金融研究》等杂志匿名审稿人。兼任国家自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

专家、科技部和国家外专局评审专家。

鲁元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部副部长，

文澜青年学者，入选湖北省重要人才工程。兼任教育部、科技部“收入分配与现

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执行主任。研究领域包括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社会

保障与财税政策、代际流动、幸福经济学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财政部部省共建项目等

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在 SSCI/CSSCI发表论文 40 余篇，研究成果见诸于

《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China & World Economy 以及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等中

英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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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国家级平台+1！

近日，根据教育部办公厅、中央依法治国办秘书局联合发布的相关通知，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政法类高校，

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非政法类高校共同入选，获批教育部

“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以下简称“基地”)。

作为教育部首批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长期以习近

平总书记“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论述为根本遵循，以法学学科

为基础、多学科融通为目标，以国际组织合作为抓手，结合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

多学科背景、多语言能力、多部门法知识的培养需求，从模式创新、课程设置、

实习实践等多方面打造具有中南特色的融通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 2018 年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就学生专业

培养、科研指导、实践训练等方面签订合作协议，建立了制度化、常态化、多方

位合作机制。协会首席法务官 Lena Peters 等受聘学校讲座教授、顾问，参加获

“一带一路”创新人才交流外国专家项目支持的科研项目，为国际组织法律人才

培养出谋划策；多位教师深度参与协会主导的立法工作，受聘协会立法项目学术

观察员，受邀赴协会总部担任访问学者；学校先后向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选派十余

名学生参与“保理示范法”“数字资产与私法”等立法项目实习，为我国参与国

际规则制定储备人才、贡献力量；2023 年，学校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联合主办

“保理法的一体化：《保理示范法》的世界意义与中国回应国际学术研讨会，并

签订谅解备忘录执行议定书，就深入合作交换意见。

基地将依托法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平台，积极探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的深层次合作，充分利用境外合作院校的卓越教育和科研资源，以协会在研项目

及工作计划为指引，培养造就具备政治定力、文化自信力、国际理解力、跨文化

沟通力、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治理参与力，能切实参与和引领国际统一私法规则制

定、处理国际民商事领域法律事务、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国

际组织后备人才。

据了解，教育部开展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决策部署的有效举措。根据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工作安排和要求，在各地各高校申报、专家论证、征求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教育部、中央依法治国办研究确定了涉外

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名单，旨在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

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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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唯一！《中国会计通史》正式发布！

(通讯员 胡牧孜 畅雅莉 廖莎) 1 月 7 日，由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我

校共同主办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发布会、《中国会计通史》发布仪式暨学

术研讨会在湖北省图书馆长江报告厅举行。活动由湖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刘爱国主持。来自近百家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刘爱国在主持活动中指出，作为聚焦学术发展前沿、学科基础理论和重大实

践问题的重大成果，《中国会计通史》为我国会计史研究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我校校长、党委副书记杨灿明指出，郭道扬教授以四十余年的执着坚守，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贡献积极

力量。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明表示，《中国会计通史》是

一部标志性的学术著作，是会计史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把中国古老的、光辉的会

计文化推向世界。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蔡静峰指出，《中国会计通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也彰显了湖北社科工作者潜心研究、严谨治学、求索不倦的学术风范。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常委、湖北省

委会主委杨云彦指出，《中国会计通史》是对我国会计事业辉煌成就的最好见证。

社会各界要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努力谱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新篇章。

国际会计史学家学会前主席马西姆•萨基亚科姆教授认为，郭道扬教授所著

的《中国会计通史》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中国审计学会会长、原审计署副审计长孙宝厚用五个“一”概括了郭道扬教

授及《中国会计通史》的重大成果。《中国会计通史》是“一套厚重的大书”“一

项重大的成果”“一种长期的坚持”“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永恒的大道”。

财政部会计司一级巡视员、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刘光忠指出，《中国会计通

史》为世界会计历史研究开拓了中国视角和中国观点，填补了中国会计史学特别

是会计通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厦门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建发教授表示，《中国会计通史》对于推进文

化创新，助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具有深刻意义。

南京大学会计学系杨雄胜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吴联生教授作为

学界代表发言。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光远表示，《中国会计通史》展示了中

国会计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影响，提供了中国会计发展的自信之基和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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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扬教授还分别向湖北省图书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捐赠《中国会

计通史》。

郭道扬教授在主旨发言时说，他从 2011 年 10 月起开始写这部书，到 2021

年 9 月完稿。十年间三易其稿，每稿 300 余万言，三稿总计约一千万言。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师蔡俊获“2023 年冰心儿童文学新

作奖”

(通讯员 冯经纬)近日，“2023 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揭晓，共评出 4篇

大奖，25 篇佳作奖。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教师蔡俊凭借作品《追鹰》获

“2023 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小说类佳作奖。小说《追鹰》故事主要场景设

置在江夏八分山，将在年初以获奖作品集的形式出版。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以文坛巨匠冰心的名字命名，与冰心儿童图书奖、冰

心作文奖同属冰心奖，1990 年，由著名学者雷洁琼女士、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

以及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葛翠琳女士共同创办。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作为儿童文学

界权威的文学赛事，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 34 届，为儿童文学爱好者献上

前沿的原创佳作、纯正的年度选本。

蔡俊，武汉作家协会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教

师，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成员，美国内华达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创作童话《彩虹魔法学校：二十四节气篇》(四本)、

图画书《传统美食就是这么好吃》等，出版专著《世界儿童文学的多维研究·电

影卷》等，主编教材《大阅读教育部新课标分级阅读丛书》等，翻译《傲慢与偏

见》(译林青少版)、图画书《小老虎提莫》等，发表儿童文学研究相关文章十数

篇，主持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项目“绘本教学在大学人文课堂的应用与作用研

究”“中国儿童文学的阅读推广与国际传播研究”等多项。

《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2 年)》新书发布会暨 2022 年

度“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揭幕会成功举办

为更加生动呈现中国环境司法建设的丰硕成果，《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

(2022 年)》新书发布会暨 2022 年度“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揭幕会于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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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3 日下午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法

学院环境资源能源法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中

国环境司法发展研究”课题组承办。会议以发布《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2

年)》、揭幕 2022 年度“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为主题，包含新书和案例介绍、

主题报告、评议与研讨等环节。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环

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

任、“中国环境司法发展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吕忠梅，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

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胡云腾，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局长

李剑涛，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徐向春，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副庭长李相波，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郭修江，法律出版社党委委员、

副总编辑姜杉，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武汉大学环境

法研究所所长、国际交流部部长秦天宝，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国

家法官学院教授、《法律适用》副主编梁欣等领导到会指导。我校生态文明研究

院院长栾永玉、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石智雷、“中国环境司法发展研究”课题组

执行负责人、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忠民等出席本次会议。

栾永玉代表承办方致辞，他强调环境司法的研究最需要交叉学科的支持、也

最能体现交叉学科的优势，须打破单一学科壁垒、拓宽环境司法发展多元智识渠

道，集结多元学科优势、实现环境司法发展科学高效目标，并表示我校生态文明

研究院作为以交叉学科为己任的新型科研平台，将始终聚焦环境司法的研究、不

遗余力地支持“中国环境司法发展研究”课题组的工作，作为联合出品方，与最

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和课题组一道，组织、撰写和宣讲好《中国环

境司法发展报告》系列丛书。

石智雷主持 2022 年度“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揭幕仪式及介绍环节。

张忠民详细介绍了《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2 年)》的形成背景、基本

内容，并总结了 2022 年度我国环境司法发展的整体特征：一是司法改革开路，

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基本成熟，环境司法共治格局基本形成；二

是司法理念铸魂，环境司法专业化规则体系日渐形成，环境资源案件审判类型基

本定型；三是司法影响远播，绿色司法方案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本次会议，我校生态文明研究院与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中国法

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中国

环境司法发展研究”课题组共同形成了“关于加强环境司法案例精深研究的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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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即“绿色司法案例研习北京共识”。该倡议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

案例是促进理论实务对话、不同法系融贯的“美丽信使”，更是展现环境法治事

业成就、凝聚环境法治共同体意识的“最佳信史”。值此新的发展机遇期，理论

界与实务界、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与社会、广大的环境法治共同体应在环境司法案

例的征集和汇聚、检索和建设、研究和分析、转化和运用等方面，互补优势、携

手前行！

2022 年度《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新书发布会与“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

例”揭幕会联合举办，既是“表成果”，展示了“中国环境司法发展研究”课题

组对 2022 年度中国环境司法发展的观测分析结论；也是“聚共识”，提炼了来

自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环境司法发展研究的最大意向；更是“促合作”，推动了

各方发挥所长、精诚团结，共同关心和助力我国环境司法事业进步。尤其是本次

会议发布了“绿色司法案例研习北京共识”，这对于中国环境司法案例研究共同

体形成、中国环境司法案例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据悉，“中国环境司法发展研究”课题组自 2016 年开始跟踪观察中国环境

司法发展状况，业已出版了《环境司法专门化调研报告(2016)》《中国环境司法

发展报告》(2015-2017、2017-2018、2019、2020、2021、2022)等系列丛书。每

年的 6月 5日，课题组年度的总体观察报告《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绿皮书)

与最高人民法院年度《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形成了民间研判与官方总结的良好互动传统。

自 2022 年开始，我校生态文明研究院作为联合出品方之一，与最高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和“中国环境司法发展研究”课题组共同发布《中国环

境司法发展报告》。七年来，张忠民教授组织了国内数十位知名学者、实务专家

等参与了报告的调研、撰写和发布等工作，我校法学院冀鹏飞老师、侯志强老师

和张博老师，刑事司法学院赵祖斌老师等作为核心骨干，环境法学和生态文明学

多位博士研究生作为主研人，长期深度参与了课题组的全程工作。

【统计与数学学院】我院学子在第十届提案中国·全国大学

生模拟政协提案大赛中荣获佳绩

(通讯员 舒鑫才 李柳启迪)为鼓励青年学子充分了解社情民情，提升家国情

怀和社会责任感，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

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外交学院主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支持，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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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委员会、外交学院模拟政协协会承办的“青策青力·十载协进”第十届

提案中国·全国大学生模拟政协提案大赛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此次大赛共

收到全国 98 所高校青年学子的 1130 份提案，共有 40 支队伍进入全国赛。统数

学院陈智睿、朱泰宇、张润涵、欧冠峰、王雨蒙的《关于提高高校校园对外开放

程度、推进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提案》荣获大赛“优秀奖”和“社会影响力奖”。

我校始终积极响应团中央号召，通过举办“发青年之声、献青年之智、聚青

春之力”模拟政协提案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引导广大中南大学子深入基

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在亲身实践中了解并有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实践，理解“中国奇迹”和“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密码，感悟制度优势，增

强制度自信，做到将政治制度与校园调研相结合，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能力。

我院参赛队伍以高校资源与公众需求的矛盾为切入点，深入探索推动高校校

园开放、推进资源合理配置的方案，进一步满足公众美好生活需求。队员王雨蒙

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本提案，采取一些有效举措来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将

公共设施、文化、旅游资源与社会共享，实现高校公共资源效用最大化。”学院

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加强对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政策分析能力和政治参与

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

【法学院】喜报！我院代表队荣获第 22 届“杰赛普”(Jessup)

国际模拟法庭比赛中国赛区一等奖

2024 年 2 月 17 日至 20 日，第 65 届“杰赛普”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暨第 22

届中国赛区选拔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我校法学院代表队以良好的法庭素养、

出色的庭辩水平、团结的团队精神和沉着的心理素质脱颖而出，荣获全国选拔赛

一等奖，并晋级国际赛。

本届选拔赛是疫情后在中国赛区举办的首次线下比赛，赛题围绕诉讼资格、

剥夺国籍、国籍承认、领事保护、言论自由、安理会决议的效力和解释、联合国

专家的特权和豁免等主题展开。大赛采用积分制，国内共有 65 支赛队参赛。我

校代表队在预赛中以四轮全胜的成绩进入淘汰赛，在淘汰赛中惜败于北京大学。

代表队在本届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法官的高度赞誉，并凭借

多场比赛的出色表现获得积分排名第八的成绩，和其他八支队伍一起获得了将于

3月底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国际赛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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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代表队由法学院国际法学系雷益丹老师担任指导老师，2020 级本科生

黄杰煌担任队长，2020 级本科生黄杰煌、张启元、2021 级本科生李星竹为口头

环节比赛上场队员，2021 级本科生陈圆、洪苏、罗薛惟一、梁烨和 2023 级本科

生李雨笑担任研究员。2023 年 9 月赛题公布后，在历时近半年的备赛过程中，

队员们分工协作，克服重重困难，认真做好法律检索、文书撰写、模拟庭辩等每

一个备赛环节的准备工作，法学院校友余璐、张傲、郭芷璇、朱辰、张浩男、万

晨鹭、袁吉等作为我校往届“杰赛普”辩论队的参赛队员，为代表队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支持与技术指导；我院现国际模拟法庭辩论队的 2020 级本科生刘子嘉、

庄东霖，2021 级本科生王文君、方冰、张书扬以及留学生 Kwaku也对队员们提

供了有力协助。

“杰赛普(Jessup)国际模拟法庭辩论赛”是由美国“国际法学生联合会”

与“美国国际法学会”联合主办的专业性法律模拟比赛，旨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对

国际公法的学习研究。此项比赛由哈佛大学始创于 1959 年，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

历史。比赛通过模拟海牙国际法院开庭的形式来进行，以国际法理论和国际规则

为主题，语言为英语。如今，每年有 100 多个国家、900 余所大学参与该赛事，

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模拟法庭比赛，被誉为国际法学界的

“奥林匹克竞赛”。

多年来，法学院一直致力于培育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

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优秀涉外法治人才，教育教学改革成果斐然，人才培养

质量持续提升。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我校全英文国际模拟法庭辩论队通过每年

统一的招新面试和春季模拟法庭训练营，为杰赛普辩论队、贸仲杯辩论队、国际

空间法、国际人道法、WTO、国际刑事法院等辩论队培养输送参赛选手，并在

各位专业赛事带队老师的指导下屡获佳绩。在各项高难度的国际比赛备赛训练中，

法学院学子不仅获得了更加扎实的法学专业功底，更为突出的法律检索、批判性

思维、文书写作和庭辩能力，而且收获了新老参赛队员们之间齐心协力、互帮互

助、共同追梦的深厚感情，并将成为我国高端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储备力量。

我校文学作品获湖北省第十二届屈原文艺奖

(通讯员 陈俊华 张融蕊)近日，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表彰湖北省第十二

届屈原文艺奖获奖作品的决定》，我校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舒辉波副教授创作的

儿童文学《城市之光》获屈原文学奖。该奖项是湖北省综合文艺最高奖，每两年

评选一次，代表着全省近年来文艺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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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光》是一部反映特殊时期城市生活的长篇儿童小说。书中讲述了两

个少年人生中第一次独自生活的成长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季，因一场突发事件，

他们身处困境却依然选择乐观面对、相互帮扶，亲情与友情带给他们前行的勇气

与希望。那些医护人员、环卫工人、外卖员、警察、志愿者等普通人，也以一己

之力，默默守护这座城市，静待春暖花开。全书主题饱含温度，传达成长与生命

的意义，书写了一座英雄城市的孩子们不畏困境、积极向上的成长故事，歌颂了

普通人伟大的奉献，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精神。

舒辉波，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

协签约专业作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儿童文学创作

与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作品四十多种，代表作有《逐光的孩子》《飞越天使街》

《梦想是生命里的光》《天使的国》《老狼老狼几点钟》《躲猫猫》等。多次获得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儿童文学》

作家擂台赛金奖、桂冠童书奖等多项荣誉。

【金融学院】余明桂教授合作论文在《管理世界》公开发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余明桂教授(第一作者)与合作者安剑锋(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郑馨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李金洋(沈阳

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的论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金融高质量发展——基于打

破债券市场分割的研究》在《管理世界》2024 年第 3期第 40 卷发表。

摘要：中国债券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构成。大部分

银行一直以来只能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直到 2019 年 8 月才被允许进入交易

所债券市场。本文以此次交易所债券市场的银行准入改革为政策冲击，研究打破

债券市场分割是否能够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促进金融发展。研究结果发现，银行

准入显著降低了交易所债券的二级市场信用利差。机制分析表明，银行准入提高

了交易所债券的流动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了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

地，银行准入也降低了交易所债券的一级市场信用利差，从而降低了债券融资成

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二级市场，民营企业债券和中小规模企业债券的信用利

差降低更明显；在一级市场，经营业绩好和信用评级高的债券的信用利差降低更

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银行准入促进了企业投资。本文拓展了统一大市场建

设和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同时为进一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

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 金融发展 资本市场改革 债券市场分割 信用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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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技术与

现代金融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联席主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

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Economic Modelling、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等期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多篇论文入选高被引论文排行榜前列。

担任 Accounting and Finance等期刊编辑。

安剑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博士研究生。

郑馨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圣三一学

院。主持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曾获得美国南方

金融协会(SFA)优秀论文奖，参与国际金融管理协会(FMA)年会审稿。工作论文

受到英国金融时报(FT)子刊 BoardIQ 的采访，以及德国 Institutional Money杂志

的引用。

李金洋，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专任教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

院金融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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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

【哲学院】【75 周年学术校庆哲学院名家系列讲座】孔明安：

从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到精神分析的新辩证法

哲学

(通讯员 范雯)2023 年 12 月 1 日上午 9 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75

周年学术校庆哲学院名家系列讲座”在文沛楼二楼会议室举行，南开大学博士生

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孔明

安教授莅临我院讲学，讲座主题为“从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到精神分

析的新辩证法哲学”。本次讲座由哲学系颜岩教授主持，哲学院部分研究生和本

科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孔教授讲述了阿尔都塞的生平以及苏联二十大的历史，以此为背

景进一步提及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随后，孔教授又通过一个故事引

入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并详细讲述了偶然与相遇的概念。他认为“偶然的哲学”

是反对世界有起源、开端和终结的目的论哲学，没有偶遇就没有存在。

接下来，孔教授通过一些经典故事帮助同学们理解视差的概念。他认为视差

指的是不同视角看对象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将视差与辩证法进行区分，强调视

差的“一分为二”与“对半分”不同，视差是把事物分为看的见的和虚拟的，其

中虚拟的部分是“实证的”。

最后，孔教授讲述了三元辩证法，认为三元辩证法颠覆了传统主客体的二元

论，新的唯物哲学是基于三元辩证法而构成的。

在孔明安教授将近两个小时的讲授过程中，在场师生始终秉持着认真严谨的

学术态度，仔细聆听，积极思考。自由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问题涉及齐

泽克的激进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和罗尔斯的现代政治哲学，孔明安教授进行

耐心解答。

讲座接近尾声，颜岩教授对孔明安教授的精彩授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进行总

结。他肯定了孔明安教授在讲授过程中提及的读书方法——精读，认为在进行精

读的过程中会有极大的收获，建议同学们积极参加读书会等活动，不断提高自身

的学术能力。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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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2023 年海外名师课堂第四

季•第一课暨营销管理系学术系列讲座 2023 年第 124期成功

举办

(通讯员 郭怡麟)202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 点 30 分，由工商管理学院营销

管理系举办的“营销管理系海外名师授课系列”讲座活动在文泉北3楼307会议

室进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为芬兰东部大学商学院的市场营销学教授、科学与

商业研究部的副院长(研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农林学院担任数字消费行为和定

量市场研究的兼职教授 Tommi Laukkanen，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冉雅璇副教

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在上午的授课环节中，Tommi教授给针对什么 Research，如

何发表等问题进行分享，来自各个学校的老师以及同学积极参加本次讲座活动。

Tommi Laukkanen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市场分析、创新采纳和抵制、消

费者行为、感官营销、道德消费、国际营销和银行营销。他已经发表了 100 多篇

经过同行评审的国际科学文章，在电子银行领域是全球领先的学者之一。最近斯

坦福大学的研究将 Laukkanen 教授列为全球顶尖 2%的科学家之一。他的作品发

表 在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Tourism Management,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等期刊，并担任多个期刊的编委成员。

在分享中，Tommi教授分享了作为一个研究者会面对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

平衡教学与研究、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时间分配等问题，并结合自身的经历回答

了大家的问题并提供了一些建议。Tommi教授还讲到在我们写论文的过程中，

很多人可能花很少的时间去起草构思(drafting)和发明(inventing)，而是把更多的

时间放在了修改润色(revising)上，Tommi教授认为这样做是徒劳的，写作过程

中的起草构思、发明和润色一样重要。之后，Tommi教授详细地讲解了关于文

章的发表，包括写作(writing)、修改(revising)和重新修改(resubmitting)，还和

老师同学们探讨了在审稿人退修以后如何修改等问题。最后，参加的老师与同学

们针对授课内容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Tommi教授也耐心地解答了老师和

同学们的疑惑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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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2023 年海外名师课堂第四

季•第二课(上)暨营销管理系学术系列讲座 2023 年第 125期

成功举办

(通讯员 王晶晶)2023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9 点 30 分，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

理系学术系列讲座第 2期在文泉楼北 3楼 307 会议室进行。本次讲座邀请了芬兰

东部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教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农林学院数字消费行为和

定量市场研究的兼职教授——Tommi Laukkanen 老师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期刊

发表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Tomm老师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市场分析、创新采纳和抵制、消费者行

为、感官营销、道德消费、国际营销和银行营销等，并已在各大期刊上发表 100

多篇经同行评审的国际科学文章，在电子银行领域是全球领先的学者之一，同时

还被斯坦福大学列为全球顶尖 2%的学者之一。

Tommi老师首先和在座的老师、同学们分享了发表学术论文过程中的心得。

它主要从引言、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以及研究贡献四个方面介绍。Tommi老师

认为，在撰写引言的过程中，作者需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思考读者感兴趣的内容

和语言，同时还要思考如何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的研究意图，这里 Tommi

老师还贴心的为大家介绍了自己总结的一些语言结构，从而帮助大家更好的提升

论文写作能力。针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Tommi老师总结出一条原则和大

家分享：要为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有足够的资源让读者能够再现/复制研

究以及研究结果。最后，Tommi老师针对论文写作中研究贡献这部分，认为作

者在撰写过程中，一是不要超出论文研究结果所能支持的范围，二是要认真思考

自己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在交流过程中，Tommi老师的演讲引起了许多老师

和同学的深思，并与 Tommi老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接着，Tommi老师又以“Meet the Journal Seminar”为主题，与在座的老师

同学们分享学术期刊发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Tommi老师首先分享了 9 条能够

提高论文成功发表概率的技巧，主要从文献综述、概念模型、实验数据与方法、

引言等方面展开。其中，Tommi老师，从国际市场营销的视角，重点分享了需

要收集跨国实验数据的技巧。他认为在设计实验之前，要确保该实验能足够对国

际市场营销有贡献，再思考是否需要做跨国实验，然后在收集实验数据过程中，

作者需要确保收集的样本足够多，进而得出有意义的、可概括的结论。

在讲座结束后，Tommi老师的演讲获得了学生和老师们的热烈掌声。整个

讲座过程，Tommi 老师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互动，并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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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回答了老师以及同学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最后，营销管理专业冉雅璇老师对

讲座进行总结，前来参加讲座的全体师生也表达了对 Tommi老师的感谢。至此，

本期讲座圆满结束，整个讲座干货满满，参会老师和同学都受益匪浅！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2023 年海外名师课堂第四

季•第二课(下)暨营销管理系学术系列讲座 2023 年第 126期

成功举办

(通讯员 陈凯)2023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5:00，由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

主办的“营销管理系海外名师系列讲座”在文泉北 3楼 307 室继续举行。讲座延

续上午的模式，由芬兰东部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Tommi Laukkanen向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师生分享了其研究团队的构成和正在进

行的研究课题。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冉雅璇副教授主持讲座，学院各系教师

及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Tommi Laukkanen教授首先介绍了他的研究团队成员，并就营销研究人员如

何领导自己的研究团队、如何相互合作、全身心投入研究等问题分享了他的宝贵

经验。

随后，Tommi Laukkanen教授向营销管理系的师生们分享了他的两项研究成

果。其中一项是关于触觉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在分享这项研究的过程

中，Tommi 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如何与他的团队一起寻找研究思路和组织研究框

架，这让营销管理系的全体师生受益匪浅。

最后，冉雅璇副教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并对 Tommi Laukkanen教授

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谢。Tommi Laukkanen教授结合自己作为著名营销学者的丰富

经验，拓展了与会师生的学术视野，并为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建议。



58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2023 年海外名师课堂第四

季•第三课暨营销管理系学术系列讲座 2023 年第 127期成功

举办

(通讯员 叶静文)2023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9时，由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

举办的“营销管理系海外名师授课系列”讲座活动继续在文泉北3楼307会议室

进行。本次讲座，由芬兰东部大学的 Tommi Laukkanen教授，针对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学生们的研究课题汇报，进行点评和指导。工商管

理学院营销管理系冉雅璇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营销管理系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

参加了本次讲座。

来自营销管理系的博士生研究生李若茜、硕士研究生韩馨颖、郭怡麟和巴俊

明分别向 Tommi教授展示了目前的研究项目和开题计划。Tommi教授耐心聆听，

认真记录，并就研究话题给予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意见和修改建议。

硕士研究生韩馨颖同学就移动购物中，产品页面布局设计对称性的研究，从

理论回顾、假设推演和实验设计部分为我们展开全面讲解。Tommi教授首先肯

定了韩馨颖同学的选题非常具有趣味性，随后询问了该研究的实践意义。韩馨颖

同学表示，其一是可以帮助商家设置产品页面促进消费者消费，其二是社交媒体

可以更好地改进自己的页面设计。最后 Tommi教授从实验操作、理论回顾等方

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接下来，硕士研究生郭怡麟同学分享了自己关于代言人类型与活动类型对活

动参与意向的影响研究。Tommi教授询问了郭怡麟同学关于实验结果显著性的

问题，并对郭怡麟同学汇报技巧提出实质性建议。

之后，对于博士研究生李若茜与硕士研究生巴俊明的研究，Tommi教授结

合自己之前的研究项目，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

【工商管理学院】让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实体经济，中国工

业经济学会人工智能与制度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

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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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人工智能与制度建设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湖北

省工业经济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人

工智能与制度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 2023 年 11 月 26 日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顺利举行。

本次学术讨论会以“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人工智能与制度建设”为主题，

由参会专家学者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制度建设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为更深入地探

讨人工智能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制度建设问题，会议还组织了“AI 医疗数字化

平台专题”等专场讨论会。本次大会邀请了来自学界、政界、商界的 30 多位嘉

宾，共有 150 余位代表参加。

上午 9:00，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吴海涛教授主持下，大

会开幕式暨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人工智能与制度建设专业委员会(下简称“专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仪式正式启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仁山教

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史丹教授

先后致辞。

刘仁山副校长首先对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嘉宾表示了热烈欢迎。他指出，此

次大会的召开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巩固和落实主题教育的成果，二是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正处于深度调整时期。他随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现代化进程中

全人类共同的成果，也要有中国特色。人工智能与产业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促进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国学界需要系统思考的重要问题。总体

来看，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但仍需进一步讨论三个问题：第

一，中国在人工智能与产业的融合方面虽然获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应该如何形成

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的中国特色；第二，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后，如何在制

度建构领域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地朝正确方向发展，并恰当地纳入法治的轨道；我

国的《民法典》虽然做出初步性的规定，但仍有些词不达意。相比部分立法较早

的国家，关于人工智能可能对财产权、人身权、隐私权的侵害，国内注意到这一

类问题的学者还不是太多；第三，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还会引发哪些问题，尤其

是“发展及发展以后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

式现代化的前景尤其重要。

史丹所长在致辞中介绍，此次成立的专业委员会主要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学科

建设和发展，适应新技术，新时代，新格局和对产业发展和人工智能的要求，期

望专业委员会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以及中国

优秀文化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我国的制度

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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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30，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人工智能与制度建设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正

式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刘仁山，湖北省经信厅副厅长周开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院长胡立君，兰丁智能医学董事长孙小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院长吴海涛共同上台进行揭牌仪式。会上，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刘仁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史丹

一同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石军伟教授、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盘和林教授等等

委员颁发聘书。此后，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工业经济

学会人工智能与制度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胡立君教授作为专业委员会代表致感

谢辞。胡立君教授讲到，将本专业委员会设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中国工业经

济学会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巨大信任，刘校长的“刘仁山之问”，为中国式现

代化背景下人工智能与制度建设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思考空间和学术前景，本

专业委员会将一起齐心协力，为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化探求有效的制度供给之道。

在研讨会的主题报告环节，史丹所长和南开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杜传忠

教授展示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深入研究和独特见解。史所长分享了她在数字化转

型代表产业升级方向、数实融合对产业绿色发展影响方面的学术成果，证明产业

数字化不仅能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而且有利于绿色创新，推动产业的绿色化发

展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的孪生转型。

湖北省经信厅副厅长周开斌就湖北新型工业化推进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

略作主题报告，并指出湖北省新型工业化呈现工业主擎化、发展体系化、趋向高

端化、加速智能化、布局集群化、践行绿色低碳化六个特点，并以目前湖北新型

工业化面临的形式任务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提出相应的推进措施。

杜传忠教授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首先详细阐

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范式特征和新一代 A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通

过分享自己的学术成果，他得出人工智能能够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杨艳琳教授和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研究员、数

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都强调了 AI对产业政策的影响以及

数实融合的重要性。杨艳琳教授提出分析 AI对产业的影响是分析 AI对产业政策

的影响的必要前提，指出 AI影响产业政策的四个为维度，并针对 AI产业化与产

业 AI 化的产业政策设计与优化提出了 10 点建议。盘和林教授以“AI大模型：

打开新时代数实融合大门”为题，认为企业进行数实融合能够降本增效、解决企

业管理技术问题、吸引更多客户和以 AI生态实现企业循环发展，指出目前数实

融合在基础问题处理和基础功能应用方面已成熟，要在垂类 AI应用方面继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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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专家的视角不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黎江虹教授和华中科技大

学管理学院高勇强教授分别从税法和管理学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黎江虹教授介

绍“以数＋依法”税收征管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以及“以数治税”下纳税人权利

保护存在征税关系失衡、正当程序架空和技术权力垄断三点现实困境，以“篱笆

好，邻居好”这一谚语为例，强调在“以数治税”背景下，纳税人权利保护应从

内容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优化。高勇强教授介绍算法价格歧视的观念和特征，对

其进行伦理分析，最后指出监管机构需要借用先进算法来监督企业算法歧视问题。

11 月 26 日下午 14:30，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人工智能与制度建设委员会的主

要领导、专家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生一同前往兰丁股份有限公司，兰丁股份董

事长孙小蓉带领大家进行参观调研，旨在深入了解兰丁股份在人工智能与制度建

设领域的最新发展和研究成果。

参观完成之后，专业委员会、兰丁公司主要领导及政府领导开展主题为《AI

医疗数字化平台专题研讨》的专题研讨，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党委

书记余小朋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教授、湖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妇幼处处长向清和武汉兰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蓉分别

做 AI 医疗数字化平台专题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教授以“对人工智能的若干认识-

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为题，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定义及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

与不足之处，认为我国人工智能数量增长迅速然而质量并不高，因此之后应加强

人才培养、完善数据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基础层技术投入与研发，促进我国人工

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处处长向清则以“消除宫颈癌

之湖北模式”为题，着重介绍了湖北省在城乡适龄女性宫颈癌筛查的创新实践与

成果，向处长指出，湖北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两癌筛查，不仅解决了基层病

理医生不足的问题，还显著了人民群众进行体检筛查的价格。因此她认为人工智

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对于人民群众健康保障意义重大。对于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

的应用，向处长认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人工智能诊断技术下沉到基层。最

后，武汉兰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蓉以“AI当主角，重新定义宫

颈癌筛查”为题，介绍了细胞病理诊断的演变，传统病理推断受到场所、医师身

体状况等因素影响，而 AI数字医疗则克服了这些问题，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

率。孙小蓉董事长指出未来智慧医疗的发展方向应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以临床

应用为目的，以人工智能挖掘为手段。

主题报告结束后，各位专家学者就兰丁 AI在医疗领域的突破性实践为主要

内容开展专场讨论，讨论会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任剑新教授主持。

在任教授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浙江大学国际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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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AI宫

颈癌防治项目办主任董燕、武汉兰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蓉、《中

国工业经济》编辑部主任王燕梅、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服务中心产业处处

长喻艳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石军伟和武汉兰丁智能医学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毛三元依次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普及、制度创新、数产融合、

政府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数字经济下的资源配置变化等问题，从理论与实

践角度进行充分探讨。

下午六点，本届会议的闭幕式举行。闭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党委书记余小朋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工业经济

学会人工智能与制度建设委员会主任胡立君教授代大会主办方做闭幕式总结发

言，向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武汉兰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所有与会专家及领导致以诚挚的感谢。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本次会议圆满

团幕。

【公共管理学院】文泉论坛第四十期讲座成功举办

(通讯员 丁芳欣)2023 年 11 月 30 日(周四)上午 9:0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文泉论坛第四十期讲座于文泉楼北 303 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期论坛邀

请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马海群教授作为主讲嘉宾，进行了以“公共数据开

放利用研究”为主题的演讲。讲座由行政管理系主任陈美副教授主持，公共管理

学院部分师生参加。

讲座伊始，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熊卫教授致辞，他向大家隆重介绍了本次讲

座的主讲嘉宾马海群教授，并代表学院向马教授的莅临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热烈的

欢迎。

马海群教授结合当前的政策引导围绕公共数据开放利用(OPD)研究主题，从

项目选题、国社科重大项目研究主题、项目研究成果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

生动形象地阐释。

首先，马教授通过梳理国家层面关于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政策，指出国家正

在大力引导公共数据的开放和利用，并且对于公共数据到底是什么、公共数据与

政府数据的关系进行了概念辨析，并对公共数据是否一定要开放进行了进一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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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马教授通过列举国内外关于公共数据开放的期刊论文的主题，说明

了公共数据开放这个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性。他指出公共数据开放研究

涉及管理学、法学、行政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学等诸多学科。

随后马教授结合自己的经历分享了应该如何申报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并分享

了项目的选题过程、以及项目的孵化过程，他指出从公共数据开放利用这一主题

可以拓展出五个子课题，并论述了五个子课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紧接着，马教授指出，关于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研究未来可以拓展到不同的

行业领域当中，比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安全等领域。关于研究方法，马

教授分享了公共数据开放领域的常用研究方法以及未来期望能够用的此领域的

研究方法。

马教授还分享了自己研究团队建设的经验、所在团队的研究方向的凝练过程、

以及团队的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心得体会。最后，马教授简要介绍了一些项目研究

成果。

分享结束后,马海群教授与公共管理学院师生积极互动交流，参会的师生踊

跃提问，马教授也一一为大家答疑解感。我院凌双老师、关阵老师与马教授围绕

政府开放数据的利用主体、跨境数据流通等话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我院杜兴

洋教授也分享了此次讲座的心得体会，他表示通过马海群教授的精彩阐释，增进

了师生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前沿领域知识的深入了解，在座师生都获益匪浅。

讲座的最后，陈美副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对马海群教授的精

彩分享和在座师生的积极参与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至此，本次文泉论坛讲座在热

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外国语学院】张文忠教授讲座：运用虚拟教研室平台，促

进英语类课程建设

(通讯员 杨思勰)11 月 29 日晚，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和中

国海洋大学双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科研一体化外语教学研究虚拟教

研室专家张文忠教授应邀为外国语学院师生作了题为“运用虚拟教研室平台，促

进英语类课程建设”的线上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虚拟教研室系列讲座”的重要内容之一。讲座由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袁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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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之初，张文忠教授首先对当前国家高等教育的新发展现状作了简单介

绍，并表示虚拟教研室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自 2021 年教育

部发布了开展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以来，外语类虚拟教研室的建设至

目前已有 32 家试点。同时他提出，虚拟教研室建设标志着外语课程建设已进入

新发展阶段，改变了以往线下“单兵作战，单打独斗”的现象，实现了线上线下

结合、跨校共建共享。接下来，张文忠教授对外语类虚拟教研室建设的过程作了

简单阐释，并展示了当下以英语类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的相关数据，这说明当前

虚拟教研室的工作已经有初步的成果。

随后张文忠教授以英语课程共建理念为切入点，提及课程质量关系到高级英

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与英语专业的建设质量，由此强调了教师在构建课堂中需

有高质量投入，并形象比喻到：“课程有生命，十年树课程”。唯有教师对课程

之树给予关注、灌注、养分，才能促学育人，成就栋梁。随后，他提出虚拟教研

室的平台为众人建课提供了一个经验交流、资源共享、共同提高的虚拟空间，因

此可以通过课程共建来辅助和保障高质量教育实践，并鼓励教师们要依托虚拟教

研室开展课程共建。

接下来，张文忠教授详细讲述了课程共建思路。他首先简单地介绍了共建课

程的重要性、课程共建的目标、基础和原则，然后以南开大学“个性化英语学习”

和“英语研究式学习”两门课程为例，说明课程建设质量提升离不开“三向努力、

多方助力”，三向指的是：校院系为主的向内努力、校外老师的外部助力、研讨

会外研社的向外发力。在这基础上，张文忠教授指出南开大学的经验表明在英语

课堂共建上，依托虚拟教研室和信息技术，多向发力共建外语课程，既能保障和

提高单门课程的质量，又能提升英语共建课程的整体质量，而且南开大学的课程

共建经验是可复制的。

关于如何提升课程教改与教研能力，张文忠教授从提升英语课程教改实践能

力与提升英语教学研究能力两方面展开具体分享。在提升英语课程教改实践能力

上，他分享了“赋权增能”相关教学成果，以及包含英语语法等课程的已有共建

课程；在提升英语教学研究能力上，他鼓励教师们进行教改课程申报，并推荐了

“赋权增能型外语教学”公众号的“帮你选题”板块，邀请广大高校教师共研精

研英语课程课题。同时，张文忠教授再次倡议外语界同仁能分享教研经验，利用

好“赋权增能型外语教学”公众号等平台，助力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

在讲座最后的问答环节，张文忠教授对“赋权增能”教学理念进一步阐释，

他指出在当前的高校教学中，把英语作为一种知识单方面地灌输给学生已不适合，

老师的任务是：“还权”——还给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权利、“分权”——给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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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适当讲授与评价圈，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配权”——分发给学生设计任

务，让学生承担应有的角色。

最后袁奇副院长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他表示张文忠教授的分享以详实的数

据和形象的方式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我国目前外语类虚拟教研室建设的现状与要

求，为学院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拟教研室建设和后续的课程改革与人才

培养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他在讲座结束之际代表学院师生对张文忠教授

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法学院】我院成功举办“人工智能法治与国际安全研讨

会”

2023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系和国际法治与国家安全研究所承办的“人工智能法治

与 国 际 安 全 研 讨 会 (Symposium on Rule of Law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我校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和学生参会。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人工智能法治与国际安全”，以英文进行。研讨会希

望在人工智能、国际法学及国际安全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中促成建设性的对话

和交流，以期为应对人工智能对法治与国际安全的影响贡献解决思路。

法学院国际法学系主任徐伟功教授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徐伟功教授

对与会的嘉宾和学子们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悠久的

办学历史和深厚的学术积淀。他强调了研究人工智能有关领域对于当代人类社会

发展的重要意义，并鼓励广大学生借助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机会，加强对人工智能

和国际法的关注，深入交流和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开幕式后，会议进入报告环节。第一节由徐伟功教授担任主席，武汉大学国

际法研究所彭芩萱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学生 Samita Adhikari、我校国际学

生Mahar Waqar Fazal和 Aayur Phuyal 参与研讨并做主题报告。讨论小组首先对

人工智能技术和哲学进行了介绍。随后，讨论小组通过阐释技术对人类文明史的

影响，探讨了人工智能对国际安全的挑战，并介绍了国际社会为应对人工智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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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挑战所采取的措施，指出人工智能已迅速融入到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

尤其对跨境数据流动等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节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冷新宇副教授担任主席，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

究生王瑞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学生 Nirab Gyawali、我校国际学生

Emmanuel Mensah Aboagye 和 Shumain Malik参与研讨并做主题报告。冷新宇副

教授首先以海上无人船为例，就人工智能时代应当如何强化海上执法、维护海域

安全发表了独到见解。讨论小组随即分析了无人机与自主武器系统带来的国际法

理论与实践困境、执法措施如何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得以完善以及现有

法律如何有效规制人工智能等问题。

第三节由人工智能法律服务公司「LegalNow」创始人、安理律师事务所的

李焕之律师担任主席，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巩文昊、武汉大学国际学生

Kebede Sileshi Walelign、我校国际学生Waqas Younus以及我院本科生吴靓参与

研讨并做主题报告。在李焕之律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全球治理

问题后，讨论小组集中讨论了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难题的原因并提出了初步解决

建议，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采取

的积极措施。讨论小组认为，一个颇具前景的治理方案是通过监管沙盒促进人工

智能发展创新。

第四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孙南翔副研究员担任

主席，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潘馨怡、中南大学国际学生 Reshma Siyal、华中科技

大学 Mandeep Pokharel、武汉理工大学国际学生 Fowad Ahmed、我校国际学生

Ermolaeva Evelina、Bubnova Kseniia和 Romha Tekle参与研讨并做主题报告。孙

南翔副研究员首先阐释了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各国国家安全以及应当采取的应对

措施。讨论小组介绍了俄罗斯人工智能法律的新发展及其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

并通过对国际法院判例的解读，对网络行动中的法律问题发表了见解。讨论小组

还分享了数据科学应用于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并特别讨论了深度伪造技术如何

传播错误信息和破坏社会信任。

第五节由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戴艺晗副研究员担任主席，湖北美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王清熹、厦门大学国际学生 Nguyen Ngoc Phuong Hong、我校国际学

生Muhammad Zeeshan Ajmal、Jannatul Shareat Disha和 Muhammad Amal Atta 参

与研讨并做主题报告。戴艺晗副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国际文件均可在人工智能规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讨论小组随后从比较视角分析

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关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剖析了如何认定和追究

ChatGPT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并从专利法视角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符合现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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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框架提出建议。讨论小组提出，人工智能引发知识产权问题或许将增加维护国

家安全的成本。

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活泼，学术报告内容精彩纷呈，互动讨论、观点分享使

得热点话题层出不穷，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

研讨会的闭幕式由法学院国际法学系梁卓老师主持，参与研讨会筹办的我校

国际学生Mahar Waqar Fazal和 Aayur Phuyal分别发言。梁卓老师表示，各位发

言嘉宾的报告具有议题广泛、紧跟时事、视角多元、领域融通的特点。他对会务

人员和志愿者表示感谢。Mahar在发言中表示，通过两天的交流讨论，所有参会

者都对他们在互相交流中所学习到的知识感到受益匪浅。Aayur代表国际学生对

法学院举办此次研讨会表示感谢，认为这对于来自国内各高校的国际学生而言是

一次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

至此，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法与经济学院】首次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学

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保理示范法》中文译本首发

(通讯员 卓张鹏 张向飞)近日，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保理法的一体化：《保理示范法》的世界

意义与中国回应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这是 2023 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保理示范法》正式通过后，第一次在中国开展的学术研讨会。会上，首次发布

了《保理示范法》中译本。研讨会期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与我校签订谅解备忘

录执行议定书，并就深入合作交换意见。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秘书长伊格纳西奥•蒂拉多指出，《保理示范法》对世界法

学界和保理市场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次在中国知名大学开展《保理示范法》的国

际学术研讨会，更是意义非凡。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统一和协调政

府间的法律合作，是一个极具挑战和创新的工作，具有极强的学术思想和实践意

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侯振发表示，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保理示范法》

正式通过后不久即来到中国进行宣传推介，授权中南大翻译中文译本，充分体现

了协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对中国法学研究的重视和对中

南大法学学科的高度信任。希望与会嘉宾继续在中国法治建设与全球法治变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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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加强交流、深化合作，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助

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杨灿明指出，本次研讨会是中南大首次

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合作的重磅学术活动，是学校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深入合作，

以智力支撑和法律保障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

最好注脚。《保理示范法》的公布有望为各国保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与借

鉴，加速推动保理行业的规范化、法制化和国际化进程，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指出，通过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深入

交流与探讨，内外互通、彼此借鉴，中国的立法理念必将迎来快速发展，世界保

理市场法的完善也必将体现更多中国智慧。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佳念表示，将全力支持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与中

国高校、学界、实务界的合作与交流，讲好法治理论的“中国故事”，推动世界

法治文明在交流中进步、在互鉴中升华。

会议设置主旨发言和六个平行论坛，分别围绕《保理示范法》的立法背景与

国际影响、比较法视野下的《保理示范法》、实务视角下的《保理示范法》、《保

理示范法》与中国法等主题，开展了深入交流讨论。

据悉，保理业务主要解决应收账款的金融、借贷、担保问题，业务范围大、

情况复杂，是国际私法的前沿问题之一。中译本是《保理示范法》首本非官方语

言译本，包括范围与通则，应收账款转让，应收账款转让对第三方的效力，登记

制度，转让的优先顺位，转让人、受让人与债务人的权利与义务，收款与执行，

法律冲突，过渡等九个章节，并将登记处规则纳入附件。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 1926 年成立，是政府间国际组织，目标是通过统一规

则、国际公约，以及制定示范法、原则、指南和准则，协调各国间的国际私法。

中国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会员国。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大学黄平博士应邀来我院做学术讲座

(通讯员 徐文 秦越)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和教育

发展研究所邀请，2023 年 11 月 23 日下午，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黄平博士

在公共管理学院 303 会议室作“你的教育为了谁？——教育的学习人立场”专

题讲座。报告由公共管理学院徐文副教授主持，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

业师生参加此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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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副教授从“人生在世与教育的内在性”、“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认识

论还是存在论”和“明确立场：学习人是教育的当事人”三个方面进行主题讲座。

在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介绍之前，黄平老师提出几个引人思考的问题：“教育是为

了谁？”、“‘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一命题对吗？”、“教

育为经济服务有没有问题？”。

黄平副教授从人类学中“人生在世”事实切入，围绕“人类会不会灭亡？”

等问题与师生进行互动。进一步深入地向大家解释了要想确保人类永续发展，教

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人和教育共在互生。他借用恩格斯的经典理论进行论

证，得出人与教育共在互生这一人类学事实，解读教育的认识论与存在论两种观

点，他认为学习人是教育的当事人，并对此观点的优越性和存在论依据进行逐一

分析。

最后，徐文老师对黄平副教授的分享做了三方面的总结。他指出，本次讲座

在微观上为大家丰富了教育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在中观上为大家上了一节生动的

教育哲学课；在宏观上为大家分析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从而

引导出教育学的人文关怀。

【外国语学院】导学学术下午茶(26)｜黄开胜：冰上的舞者

——学术研究与学术写作中的学术道德

(通讯员 陶靖宁 王梦甜)为强化科研诚信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

引导研究生增强恪守学术诚信和科研伦理规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由研究生

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校研会主办，外国语学院研会承办的“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教育”暨导学学术下午茶活动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在文波楼 210 教室

成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了外国语学院黄开胜教授担任主讲人，以“冰上的舞

者——学术研究与学术写作中的学术道德”为主题，2023 级全体研究生到场学

习。

讲座伊始，黄开胜教授对讲座标题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冰上的舞者”意

味着风险与成就共存，学术研究与写作同样如此，既需要专业知识技能，也应怀

有如履薄冰的态度。接着，黄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研究伦理，并告诫同学们在进

行学术研究及写作时应该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避免学术不端行为。其中，

他重点介绍了学术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学术造假、抄袭、利益冲突、一稿

多投、“香肠”论文等。最后，关于如何避免抄袭，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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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论文写作前应该有意识地阅读，善用文献工具进行整理；在论文写作过程中，

要学会引用和转述，避免语言的重复使用；在论文完成后应该注意核对检查。

本次讲座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加强同学们对学术规范的理

解。讲座中，黄教授的讲解深入浅出，把握要点，言辞凝练，让在场研究生获益

匪浅。讲座之后，在场研究生积极提问，黄教授耐心解答，现场学术氛围活跃。

【法与经济学院】【法经论坛】法律模式的传播与欧洲私法

的发展——立法与欧洲联盟法院判例法的作用

12 月 5 日，由法与经济学院与罗马法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法经论坛”

第三十一期“法律模式的传播与欧洲私法的发展——立法与欧洲联盟法院判例

法的作用”在文澴楼 623 会议室顺利举行。本场讲座由意大利特伦托大学比较私

法教授、意大利特伦托大学“欧洲与比较法学”博士学位教授委员会主任 Gian

Antonio Benacchio教授主讲，法与经济学院讲师 Gianmatteo Sabatino老师主持，

法与经济学院徐育知讲师担任与谈嘉宾。

讲座开始，Gian Antonio Benacchio 教授首先指出本次讲座的主题为“法律

模式的传播与欧洲私法的发展”，并将讲座内容分为“法律模式的定义”和“如

何理解法律模式的传播”两部分。通过了解法律模式的定义，进一步强调了法律

模式传播过程中，欧盟法院的重要性。Gian Antonio Benacchio 教授分析并指出

当讨论法律模式时，不仅需要考虑到立法的规定，还应该考虑法院对法律的适用

和法学家对法律的解释，故法律模式不只是存在于立法中，更存在于实践中。

接着，Gian Antonio Benacchio 教授指出法律模式的传播定义、原因及其传

播方式，并指出意大利比较法学家将法律模式传播理由分为入侵、国家间关系及

其威望三类。Gian Antonio Benacchio 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欧盟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是 regulation、directive，并以法国法中的一人公司的概念和不合理条款为例释明

观点。

讲座末尾，Gianmatteo Sabatino老师对 Gian Antonio Benacchio教授精彩讲授

表示感谢，与谈人徐育知讲师对讲座进行了回顾与总结，鼓励学生们在学习中形

成发散思维，继续探索该主题。至此，“法律模式的传播与欧洲私法的发展——

立法与欧洲联盟法院判例法的作用”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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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瓦莱岚大学一行访问我校

(通讯员 甘甜)12 月 5 日，泰国瓦莱岚大学副校长萨叻武·巴利坡一行访问

我校，并与我校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副校长徐涤宇会见来宾并出席签约仪式。国

际交流部副部长李奕、国际教育学院相关人员参加仪式。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影

主持仪式。

徐涤宇首先向萨叻武·巴利坡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

及学校来华留学基本情况。徐涤宇提出，两校作为两国的优秀学府，在各自优势

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质量人才，双方可以从推动师生交流入手，逐步推

进两校在优势学科开展教育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一专多能”的行业

人才，使他们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主力军，将为“一带一路”谱写新篇章，

共创中泰两国的繁荣未来。

泰国瓦莱岚大学副校长萨叻武·巴利坡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介绍

了瓦莱岚大学的基本情况，并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泰两国的高等

教育合作前景广阔，两校未来可以向更多领域拓展合作。

随后，双方签署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与瓦莱岚大学(泰国)学生交换

协议》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与瓦莱岚大学(泰国)合作备忘录补充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未来双方将在学术交流、联合科研、学生互换等领域开展合作。

据悉，瓦莱岚大学将选派 41 名商务汉语专业学生于明年春季来我校学习。

据悉，泰国瓦莱岚大学一行此次来访还参观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货币金融博

物馆，并在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了主题讲座。

【哲学院】【75 周年学术校庆哲学院名家系列讲座】林春鸿：

绿色防控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通讯员 范雯)2023 年 12 月 6 日下午 3 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75

周年学术校庆哲学院名家系列讲座”在文沛楼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次受邀的主讲

人为武汉武大绿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林春鸿教授，

讲座主题为“绿色防控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发展”。本次讲座由哲学系张佳教授主

持，哲学院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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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伊始，林教授讲述了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基本现状，认为我国农业生态

环境虽然总体在改善，但生态赤字逐渐扩大，存在资源枯竭等问题，并在此基础

上总结出“六无”理论。

紧接着，林教授以生物链的故事引入化学农业的话题，谈及化学农业对我国

现代农业产生的生态破坏、农产品低质劣产等负面影响，详细讲述我国农业生态

环境的危机，近而提出生物农业的理论。

随后，林教授结合生产力三要素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绿色防控目标

——“A+5”绿色发展目标，将理论与增产增收、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现实案例相

结合，得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的重要结论。

在自由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地提出问题，林教授逐一耐心解答。最后，张

佳教授进行总结，她认为林教授的演讲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生动体现，并对

林教授的精彩讲授表示衷心的感谢。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统计与数学学院】樊鹏英教授学术讲座在我院顺利举办

(通讯员 张鹏)2023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0:00，由统计与数学学院主办的

“Return direction forecasting a conditional autoregressive shape model with beta

density”学术报告讲座以线上腾讯会议的形式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工商大

学经济学院樊鹏英教授主讲，统计与数学学院李庆副教授主持，学院部分老师和

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此次的报告主要介绍的是股票收益方向预测的问题。首先樊鹏英教授简单介

绍了关于股票收益方面的知识，然后介绍了一个新的用于预测股票收益方向的模

型，即带 beta密度的条件自回归形状(CARS)模型，然后基于美国股票市场的数

据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CARS模型的预测能力不仅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具有

经济价值。讲座最后，李庆教授和同学们积极与樊鹏英教授讨论，同学们对相关

领域的知识了解得更为深入。

本次学术讲座内涵丰富，论述严谨，使学生们了解了股票收益相关知识，具

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前沿性，为我院研究生提供了一个开阔学术视野、了解学术前

沿知识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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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数学学院】2023 年(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量

经济学科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专家座谈会成功举办

(通讯员 舒鑫才 杜艺航)2023 年 12 月 9 日上午，2023 年(第八届)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专家座谈会在文波 401 会议室成功举

办。来自国内十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 20 位知名专家学者莅临本届论坛。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徐涤宇教授、统计与数学学院党政领导、师生代表出席会

议。本次开幕式及专家座谈会由统计与数学学院党委书记梁娜主持。

首先由副校长徐涤宇教授致辞。他对参加本届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的各位

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徐涤宇回顾了我校建校 75 年的历史沿革与

发展现状，指出在学校“十四五”发展阶段，数量经济学科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

了重要支撑，在学科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最后，他预祝本届论坛取得

圆满成功，希望在座专家能为我校数量经济学科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共同为数量

经济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

董朝华教授介绍了我校数量经济学科建设情况。主要从学科基本情况、学科

发展现状、加速发展措施三个方面作专门报告。他指出，自 2010 年学院成立以

来，我院数量经济学科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与国内顶尖高校仍有一定差距。

董朝华表示，近年来，学院从引进高水平领军人才、加强高水平平台建设、完善

科研成果奖励机制、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等，积极推进学科高质量发展。此外，

他也恳请与会专家同仁为我院数量经济学科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就国内数量经济学科发展现状展开了充分讨论，针

对学科发展的广度与深度、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国数量经济学科自主知识

体系构建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多位专家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

的当下，数量经济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要积极拥抱深度学习等前沿领域，

不断探索与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学科融合，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为数量

经济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最后，李占风教授作会议总结。李占风表示，论坛专家发言对当下数量经济

学科建设工作的推进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再次向参与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感

谢。

论坛开幕式及专家座谈会结束后，与会的专家将受邀参加数量经济学科发展

论坛系列讲座，分享最新科研成果并开展相关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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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数学学院】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量经济学科

发展论坛第一场学术报告成功举办

(通讯员 陈毓)2023 年 12 月 9 日上午，2023 年(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第一场学术报告在文波智慧教室 111 举办，本次报告由广

州大学刘金全教授、山西财经大学杭斌教授主讲，统计与数学学院葛翔宇教授主

持，学院部分老师，研究生及博士生均积极参加了此次报告。

第一位主讲人刘金全教授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思考》为主题，从

研究背景、研究思路、部分观点、初步思考的对策建议四个部分进行讲解。刘教

授首先以案例引出主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环节进行讨论，

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分析、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表象和重要现实案例、成因分析等

方面进行阐述。刘教授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标志、是中国未来

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必须建立相应的培育体系和管理体系并

配套建设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措施，必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抢占新的战略制高

点。

第二位主讲人杭斌教授以《发钱能促消费吗——基于消费敏感度的分析》为

主题，围绕初步判断、四个重要的消费函数理论、检验消费过度的模型和实证分

析面临的问题四部分进行讲解。杭教授基于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支情况、平均消

费倾向对发钱促消费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初步判断，根据绝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

假说、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和习惯形成理论提出了检验消费过度敏感的模型，

并进一步提出了实证分析时面临的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相关、遗漏重要解释变

量和参数不稳定问题问题。最后杭教授从中国实际出发，基于消费过度敏感理论

理论和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短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可能影响。

本次讲座涵盖了广泛的研究领域，有助于师生拓展研究视野，了解学术前沿。

此外，本次讲座还提供了师生与专家交流的机会，为解答学术困惑、提升研究能

力提供了平台。

【统计与数学学院】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量经济学科

发展论坛第二场学术报告成功举办

(通讯员 陈毓)2023 年 12 月 9 日上午，2023 年(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第二场学术报告在文波 106 智慧教室成功举办。本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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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中科技大学杨继生教授和浙江工商大学陈永伟教授主讲，统计与数学学院副

院长常金华教授主持，学院部分老师，研究生及博士生均积极参加了此次报告。

第一位主讲人杨继生教授以《多因子面板分位数单位根检验及对利率期限结

构的应用》为题，介绍了将分位数单位根检验拓展到包含多因子结构的面板数据

模型中，并构建面板分位数联合 p值检验统计量的过程。理论推导证明其渐近分

布为标准正态分布。蒙特卡洛仿真实验表明其在有限样本下表现良好，特别是在

非正态情形下具有稳健性。杨教授将其应用于中国利率期限结构的实证研究发现，

对于不同期限中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特异性冲击在低分位点时具有永久性影响，

而在高分位点时表现出回复性。这一结果为理解经济活跃期和调整期利率的非对

称性演化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利率下行期的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位主讲人陈永伟教授以《能源转型与家庭用能消费贫困的动态演进》为

题，介绍了如何采用生存分析方法，从时间动态角度揭示中国家庭陷入能源贫困

的持续时间和演变过程，进而量化能源转型对家庭能源贫困的动态影响。研究发

现家庭能源贫困具有久期相依性，35.85%的家庭在能源贫困持续一年后会成功退

出且不易返贫，但随时间延长该比例会显著下降；实施能源转型会延长家庭陷入

能源贫困的持续时间，特别是对于南方地区和农村家庭，遭遇能源贫困的风险更

大；老年家庭也更容易面临能源贫困风险。

报告的最后，常金华老师鼓励同学们积极提问，并与两位教授沟通交流。本

次学术报告的成功举办，为学生们开阔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提供了一个

开阔学术视野、了解学术前沿资讯的平台。

【统计与数学学院】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量经济学科

发展论坛第三场学术报告成功举办

(通讯员 杨白冰)2023 年 12 月 9 日下午，2023 年(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第三场学术报告在文波智慧教室 111 举办。本次报告由

华侨大学赵昕东教授、吉林大学孙巍教授、南开大学王群勇教授、江西财经大学

陶长琪教授与山西财经大学孟勇教授主讲，统计与数学学院刘诗璨老师和李庆副

教授主持，学院部分老师，研究生及博士生均积极参加了此次报告。

第一位主讲人赵昕东教授以《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为题，

介绍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国内早期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与库兹涅茨“倒 U型”假说适配性的验证。但是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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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重点逐渐转向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赵教授就从影响机理、数据、

方法和政策等角度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进展总结概述，并结合我国经济现实

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空间，并与我院师生进行了针对收入不平等与教

育问题的启发式探讨。

第二位主讲人孙巍教授以《需求牵引产业升级的内生机制——引入收入分布

变迁的一般均衡分析及其实证检验》为题，提出在居民收入快速变迁和国际经济

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把握产业升级的实现机制、明晰供需之间各个环节的传

导机理，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及其可靠性的关键。孙教授还介绍了基于需

求引致创新理论构建一般均衡模型的过程和求解，并如何运用数据模拟的机制分

析与联立方程组进行实证检验。孙教授将复杂现实背景抽象为经济理论模型的研

究思路，使我院师生受益匪浅。

第三位主讲人王群勇教授以《制裁对开放式国际创新合作网络的影响与机制

研究》为题，从制裁对外开放式国际创新合作网络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展开，给同

学们带来了思考国际关系的全新视角。研究结论显示制裁对创新合作网络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双向制裁比单向制裁具有更强的阻碍作用；军事制裁比贸易制裁、

金融制裁、旅游制裁等方式对抑制国际创新合作具有更强的效应。此外王教授还

分享了通过反事实模拟所考察的制裁对国际创新合作网络的因果关系，并耐心为

我院师生针对报告中数据处理、变量选取、模型设定等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第四位主讲人陶长琪教授以《基础设施不平等如何影响服务业投资？——基

于市场进入视角》为题，介绍了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尤其

是针对区域不均衡的问题。陶教授向我校师生分享了基础设施不平等对微观服务

业投资选择的影响分析。一方面，基础设施不平等分别通过阻碍网络化效应、削

弱乘数效应和导致价格效应失灵影响服务业投资选择。另一方面，制造业迁移能

缓解基础设施不平等的负向影响，在基础设施管理水平高和服务业市场竞争度更

强的地区，基础设施不平等对高端服务业的影响更小。

第五位主讲人孟勇教授以《深度学习与资产定价》为题，向同学们讲解了深

度学习与资产定价相关理论框架与方法应用。近年来，世纪疫情、俄乌冲突、美

元超常规加息等因素影响下，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美元指数波动走强，主要股市

震荡下行，大宗商品价格连续暴跌。在这样反复波动的市场背景下，投资风险极

大。孟勇教授提出深度学习有可能成为资产定价的里程碑，并指出机器学习相比

传统方法更加灵活。孟教授将深度学习在资产定价中的建模与应用进行对比与分

析，给我院师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法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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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涵盖了广泛的研究领域，有助于师生拓展研究视野，了解学术前沿。

此外，本次讲座还提供了师生与专家交流的机会，为解答学术困惑、提升研究能

力提供了平台。

【统计与数学学院】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量经济学科

发展论坛第四场学术报告成功举办

(通讯员 查焰烽 毕海)2023 年 12 月 9 日下午，2023 年(第八届)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学术报告四在文波楼 106 智慧教室成功举办。本次

讲座由华中科技大学王少平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李鲲鹏教授、天津财经大学

白仲林教授、武汉大学邹薇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严明义教授主讲，统计与数学学

院董朝华教授和马占利老师主持，学院部分老师及研究生到场聆听。

第一位主讲人王少平教授以《A news sentiment of random walk and its

asymmetric effect on turnover rate for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为题，向大家讲解

了在中国股市中，新闻情绪对随机漫步的影响以及其对成交率的不对称效应，通

过对新闻情绪与股市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情绪对市场随机漫步

的非线性影响。

第 二 位 主 讲 人 李 鲲 鹏 教 授 的 讲 座 题 目 为 《 Supervised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method》。李教授的研究表明，通过深入理解监督期望

最大化方法，参与者将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一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模型的性

能，并推动监督学习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这一讲座旨在为听众提供对 SEM 方法及

其在监督学习中的重要性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第三位主讲人白仲林教授以《一种基于混频数据的宏观政策动态因果效应评

估方法》为题，向大家介绍了一种新颖的宏观政策动态因果效应评估方法，该方

法基于混频数据(Mixed-Frequency Data)。混频数据是指具有不同时间频率的数

据。这种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全面、高频的观察政策效果的途径，有助于更准确

地捕捉宏观经济领域的变化。

第四位主讲人邹薇教授以《多维视角下中国相对贫困的识别与分解》为题，

介绍了其团队如何采用改进的AF方法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长期变化进行有效

的测度与分解，并发现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呈现波动状态而非单调递减状态。

同时多维相对贫困群体在教育和收入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比较高，其次才是健康和

生活水平维度。最后邹教授建议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应从收入、教育以及就业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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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多维相对贫困动态跟踪

检测系统。

第五位主讲人严明义教授的讲座题目为《扶贫政策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福利水

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内生动力与自我发展能力视角》。严教授利用家庭追

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动机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定义并测算了农村低收入群

体家庭内生动力与自我发展能力，讨论了其对家庭福利水平影响的阶段性差异，

进一步剖析了内生动力、自我发展能力视角下精准扶贫对低收入群体家庭福利水

平的影响及其减贫机制。

此次讲座同学们非常积极参加，在讲座过程中认真聆听五位专家教授的报告，

并从中获得了不少启示，对数量经济学科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本次学术报

告的成功举办，为学生们开阔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提供了一个开阔学术

视野、了解学术前沿资讯的平台。

【统计与数学学院】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量经济学科

发展论坛第五场学术报告成功举办

(通讯员 吴杰)2023 年 12 月 10 日上午，2023 年(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第五场学术报告在文波智慧教室 106 举办，本次报告由南

开大学张晓峒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王维国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平芳教授、上

海财经大学周亚虹教授主讲，统计与数学学院余东升老师主持。

第一位主讲人张晓峒教授以《克服样本选择偏差的 Heckman 两步法》为主

题，介绍了离散随机变量在提取样本值时受到自身限制和其他变量限制应所选择

的模型，此次重点讲述了样本选择模型。张教授以“用伴随截断样本怎样回归”

作为引入，向大家介绍了样本选择偏差及其后果，以此引出样本选择模型。张教

授还重点介绍了 Heckman两步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由于这两种估计方法考虑

到了反Mills比率这项影响，克服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使回归系数估计量具有

一致性。最后张晓峒教授详细讲述了 2022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

可支配收入全样本与伴随左截断样本的实际案例，并结合 Eviews展示上述两种

方法的实际运用。

第二位主讲人王维国教授以《数字经济赋能、政策供给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基于 230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考察》为主题，介绍数字经济是现阶段驱动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政策则是驱动作用得以发挥的关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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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障。王教授又基于 2011-2019 年 23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

方法从多个维度向大家阐述了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

济政策供给在其中的影响作用。最后王教授指出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城市、数字经

济新一线城市和发展质量较高的城市，其赋能效应更为显著。同时指出该研究结

论对于建设数字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三位主讲人朱平芳教授以《信息化对于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究》为主

题，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阐述了信息化对农村地区内部家庭总

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家庭收入来源的

角度来分析信息化发展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机制。最后朱教授还引入因果森林算法，

剖析了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于信息化影响农户收入差距在个体层面的作

用机制。

第四位主讲人周亚虹教授以《Sample Selection Quantile Regression with

Endogeneity》为主题，向我院师生介绍了一个新的分位数工具变量估计器。周

教授讲述了如何通过控制函数方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并结合建模结果和选择方

程中误差的累计分布函数来进行样本选择。基于此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种加权

Bootstrap 方法，且证明其有效性。最后周教授利用此方法来估计位于坦桑尼亚

西北部的卡格拉地区的卫生保健支出的收入弹性，并得出在不同分位数之间会存

在显著异质性。

本次讲座涵盖了广泛的研究领域，有助于师生拓展研究视野，了解学术前沿。

此外，本次讲座还提供了师生与专家交流的机会，为解答学术困惑、提升研究能

力提供了平台。

【国家治理学院】国家治理学院召开党内法规理论与制度前

沿问题专题讲座

(通讯员 王新博 车昕)12 月 10 日晚 7点，党内法规理论与制度前沿问题专

题讲座在文治楼 515 会议室召开。复旦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志刚教授、

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欧爱民教授分别作《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实现中的理论与

实践问题》《论党内法规责任的体系化构建》学术报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

生院院长、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胡弘弘教授主持讲座。

刘志刚教授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由以生成的政治逻辑及其与监察体

制改革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院性质定位的衍生影响。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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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党制度要依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定，并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论证中

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正当性。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进

行详细梳理，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战略的微观层面落实是全面从严治党。在全面从

严治党的实践过程中，要认真对待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衍生问题，实现好纪检监察

学科的理论建构。

爱民教授认为党内法规责任是一套强有力的保障体系，是当前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他梳理了党内法规责任在种类、表达、种

属关系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认为党内法规责任应当具有制裁性、回溯性与威

慑性的特征。他提出党内法规责任声誉罚、职务罚、资格罚的“三分论”，认为

三种责任之间应当做到“轻重有序、有效衔接”“各具优势、功能互补”“政治

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随后，董少平教授、周凌教授、段凡教授、梁永成副教授、庞远福博士分别

进行与谈。与会的博士生、硕士生与主讲人进行互动与交流。本次讲座聚焦党的

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党内法规责任等理论与制度的重大问题，令党内法规学等学

科的博士生、硕士生了解学科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启迪创新思想，搭建了良好

的学术交流平台。

2023 年华中地区高校法学青年研习会暨首届《南湖法学》本

科生学术论坛在我校召开

(通讯员 钟开炜)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鼓励引导法科学子树立新时代法治理念，

12 月 10 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的“2023 年华中地区高校法学青年

研习会暨首届《南湖法学》本科生学术论坛”在武汉举行。

本次会议以“法学青年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新时代青年使命”为主题，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郑州大学等 20 所华中地区高校法学

院(系)师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本次研习会同时邀请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法学院创办的本科生学术期刊《南湖法学》杂志的优秀作者与会，共同探讨

法科青年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责任与担当。

活动开幕式由法学院党委书记张学平主持。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仁山教授

在开幕式致辞中深刻阐释了“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指出高等法学教育是我国

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抓手，法科学子正生逢其时、责任在肩，应时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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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准备，勇挑时代责任。刘仁山教授带领大家回顾了《南湖法学》的创刊历程。

他激励广大青年学子将个人发展道路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珍惜当下，脚踏实地，在无涯的学海中以奋斗为舟修炼自

身，绽放青春的绚烂之花。

《南湖法学》创刊团队主要筹备者、上海星瀚(武汉)律师事务所主任沈大力

在致辞中与同学们分享了《南湖法学》的创办之路与校友故事。他谈到，法学学

术研究的经历和学术精神的培育可以让法科学子在职业生涯发展道路上拥有更

长远的目光与更广阔的选择，勉励同学们在为梦想奋斗的途中要脚踏实地、稳步

前行，以谦逊包容之心、严谨的学术精神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法科学子的力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学生代表沈梅花在发言中呼吁青年法科学子勇于

承担责任，把法治信仰内化为深沉的家国情怀，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事业中。

研讨会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栋以《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构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为题进行讲座。他深刻剖析了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定位，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丰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构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李

栋教授强调，我们应锚定中华法系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基本走向，抓准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与价值理念，在回顾古代法治传统成败得失的基础上，进

一步定义传统中国法的世界意义。

在首届《南湖法学》本科生学术论坛上，《南湖法学》编辑部第 12 届主编何

泽宇表示，《南湖法学》作为学校法学本科生自办期刊，以搭建本科生学术交流

平台为目标，在历届中南大法律人的接续奋斗中赓续前行、薪火相传，逐渐成长

为国内有影响力的法学本科生学术交流期刊。《南湖法学》编辑部也将继续秉持

初心使命，将期刊越办越好。

《南湖法学》优秀作者唐岚敕、张琪文、瞿林杰、宋昱蒙、左雅旻分别作专

题报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专任教师戴盛仪、夏昊晗、庞远福，刑事司法

学院专任教师夏朗，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刑事部副部长张倩倩分别进行评议。

“南湖法学是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平台，是一个互相激励的学习共同体，在

这里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伴，获得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左雅旻说。

法学青年研习会上，来自华中地区 20 所高校的法科青年学子围绕“法学青

年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新时代青年使命”进行分组讨论并汇报展示。

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通过对中国法治现代化内涵的详细阐述，表示新时代青年

应当努力成为合格的法治人才。湘潭大学学生代表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新时代

使命的主题出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提出青年担当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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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举。法科学子应不断提升法律素养，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代表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角出发，谈到青年要坚定文

化自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

在研习会闭幕仪式上，参会学生代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佩林表示，新时

代法律青年要答时代之问，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要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法学院党委书记张学平致闭幕词。他表示，本次研习会以“法学青年说·中

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新时代青年使命”为鲜明主题，就“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式法

治现代化”这一命题进行研讨，并首次创新融入了《南湖法学》本科生学术论坛，

引导法学青年以实际行动助力法治中国建设。法科青年肩负着在法治轨道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同学们应继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升自身法律素养与综合能力。

据悉，华中地区高校法学青年研习会旨在搭建华中地区高校法科学子思想交

流和学习研讨平台，现已成功举办四届。《南湖法学》创刊于 2010 年，以“服务

学生，裨益学术”为宗旨，努力打造国内高质量本科生学术期刊。2021 年，《南

湖法学》作为首家本科生期刊被北大法宝收录入库，现已公开发行 22 期，为法

科学子提升学术素养、拓展研究视野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

2023 年(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

开幕式暨专家座谈会成功举办

(通讯员 舒鑫才 杜艺航)12 月 9 日上午，2023 年(第八届)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开幕式暨专家座谈会成功举办。来自国内十余所高校、

科研院所的近 20 位知名专家学者莅临论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徐涤宇教

授、统计与数学学院党政领导、师生代表出席会议。开幕式由统计与数学学院党

委书记梁娜主持。

徐涤宇代表学校向参加论坛的各位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在致辞

中介绍了建校 75 年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指出在学校“十四五”发展阶段，

数量经济学科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科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丰硕

成果，并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统计与数学学院董朝华教授主要从数量经济学科基本情况、发展现状、加速

措施三个方面介绍学科建设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学院从引进高水平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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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水平平台建设、完善科研成果奖励机制、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等积极推进

学科高质量发展，但与国内顶尖高校仍有差距，恳请与会专家多提宝贵意见。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针对学科发展的广度与深度、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进行深入探讨。多位专家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

展的当下，学科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要积极拥抱深度学习等前沿领域，不

断深化与其他领域的学科融合，积极寻求学科新的发展机遇。

统计与数学学院李占风教授作会议总结，并再次向参与论坛的专家表示感谢。

会后，与会专家受邀参加数量经济学科发展论坛系列讲座，分享最新科研成

果并开展相关学术交流。

【工商管理学院】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一行来我院经

贸系调研交流

(通讯员 刘文昕)12 月 1 日上午，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史恩义教授一

行来我院经济贸易系，围绕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学生参与学科竞赛以及实训实习、学生就业等方面进行调研交流，同时也就

山西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虚拟教研室建设进行了线上交流和讨论。我

院经贸系胡宗彪副教授、赵曜副教授、许捷副教授和王备副教授参与座谈调研，

交流会由胡宗彪副教授主持。

王备副教授介绍了我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办学历史、主要特色及相关办

学经验。王备副教授强调，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具有经、管、法融通的特色，教

学和科研坚持内贸和外贸相结合，在人才培养方面兼具本土化和国际化特征。胡

宗彪副教授简要介绍了经贸系顺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需求新特征，结合自身

优势，统筹教学资源，在本科层面新开设了数字贸易方向。赵曜副教授则进一步

介绍了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等内容。许捷副教授围绕党建工作和教学科研团

队建设发表了意见并进行了交流。

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史恩义教授介绍了其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

设置方面的特色和办学经验。双方还就虚拟教研室建设、招生就业、学生实践和

青年教师课题申报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此次调研交流，有助于促进双方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互学互鉴，

为双方进一步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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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导学思政大讲堂(9)|李剑波：外语专业研究

生教育的挑战与对策

(通讯员 金然 章郁海)2023 年 12 月 7 日下午，第 291 期“文澜大讲堂”之

名家讲坛暨导学思政大讲堂在文澴楼同声传译会议中心开讲。本次讲座以“外语

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挑战与对策”为主题，邀请了外国语学院李剑波教授担任主讲

人。讲座由学院袁奇副院长主持，2023 级全体研究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李剑波教授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外语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出发，

分析外语专业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新挑战。李教授强调，外语专业研究生培养的

定位直接影响着研究生教育功能的发挥以及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当今涉外

法治人才紧缺，法律英语人才的培养大有可为，他表示各院校应该坚持自身特色，

做好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储备。接着，李教授阐述了我国外语专业研究生培养

的教育理念及课程模式，最后从教育机构、学位设置、教学理念、课程模式、评

价体系以及学生个体的角度提出了可行对策。

袁奇副院长在点评中指出，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

的重要使命，从学院自身来说，应该更加重视复合型“外语+法律和商务”人才

的培养，转变教学理念，改进培养方案，调整课程评价体系，进而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和毕业生的职场竞争力。

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在交流互动环节踊跃提问。李教授结合自身的从

教经历，回答了“法学课程是否有望列入法商笔译专业课程”以及“研究生该如

何培养批判性思维”等问题。他号召研究生们树立理想，坚定信心，在成为涉外

法治人才的路上不断深耕。参加讲座的同学们都表示感触良多，获益颇丰。

【信息工程学院】学院邀请李露斯、刘婧逸校友开展系列学

术讲座

2023年 12月 9日上午，美国欧道明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李露斯博士，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刘婧逸博士应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邀请为我院师生

开展了一场系列学术讲座。讲座形式为腾讯会议，计算机系李胜教授等教师和各

级研究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李露斯博士于 2021 年获得罗德岛大学电气、计算机和生物医学工程系博士

学位。她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7 年在中国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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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学士和硕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重点是开发可

扩展算法，从大规模数据中学习鲁棒表示，并将这些进步应用于计算机视觉和无

线通信。李露斯博士的讲座题目是：“多视图鲁棒表示学习”。由于不同的视点

和多个传感器，如今可以广泛访问多视图数据。例如，自动驾驶使用雷达、激光

雷达和摄像头传感器在道路上产生实时 3D信息；疾病诊断模型利用神经成像数

据、临床评分和遗传学测量的多种模式进行疾病预测；人脸分析算法优选不同视

角的人脸图像进行高保真度识别。多个信息源的存在有助于在许多现实世界的应

用程序中学习更好的表示。然而，不同视图之间的数据存在很大差异，阻碍了性

能的提高，而且对于各种应用程序来说，获取大量标记的数据既耗时又耗力。在

本次演讲中，我将提出基于稳健表示学习的算法，以缓解多视图数据的视图差异，

尤其是在面临特定问题时，通过融合多个视图的表示或将某些视图的表示适应于

其他视图。

刘婧逸博士现就读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2014-2021 年本硕均就读于

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符号回归，图神经网络，组合

优化问题等。她的讲座题目是：“基于深度学习的符号回归算法研究”。数学建

模是认识世界，发现定律的重要手段，被公认为是系统获得定量理解和控制的唯

一方法。而深度学习是其中一类重要的方法。它的优点是拟合能力强，能适应多

种复杂的任务。但是，深度学习是黑盒模型，在一些特殊的应用领域例如医学，

是不受信任的。符号回归作为一类白盒模型，其能够找到隐藏在数据下的显示表

达式，内部肌理可知，受信，结构紧凑。但是由于其搜索空间巨大，现存的方法

的拟合能力较弱。基于以上两点，提出一个猜想，是否能够利用深度学习的强大

拟合能力来建立准确，可信，简明的数学模型？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提出多种研

究方案，分别基于模块、图表示、混合模型来提升符号回归算法的性能。实验结

果表明，所提的三种方法均能有效的提高拟合精度、减少拟合模型复杂度。

本次学术讲座中，两位校友的讲解内容丰富，创新性强，介绍详细，参与师

生深感受益匪浅。讲座介绍完后，参会师生踊跃提问，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交流结束后李胜教授对李露斯和刘婧逸两位校友的精彩分享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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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营销博思堂”第 14 季第 6

期活动圆满结束

(通讯员 叶静文)2023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两点，由工商管理学院营销

管理系举办的“营销博思堂”第14季第6期(总89期)活动在文泉北5楼德鲁克

会议室进行。

工商管理学院的老师、硕士生、本科生参与了本次文献研讨活动，营销管理

系冉雅璇老师主持了本次活动，并对文献进行了点评和答疑。本次博思堂的分享

者是 2023 级营销管理系硕士生葛梦琦同学，分享的论文题目是 Speedy

activists:How firm response time to sociopolitical events influences consumer

behavior(作者：Jimin Nam等)。葛梦琦同学，首先介绍与往常不同的一个现象，

美国大部分企业似乎公开地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而不是选择保

持沉默，从现象出发，引入了公司在政治事件上的反应时间对消费者感知影响的

思考，提出了研究问题：消费者对那些对社会政治事件反应迅速或缓慢的公司分

别有何态度与行为反应？接着对“反应时间”、“消费者感知”和研究假设等进

行介绍和解释，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回顾，由此提出研究假设和模型框架。

葛梦琦同学详细介绍了作者在文章中所采用的 1项二手数据研究和 3项实验，最

后对研究意义和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对于这篇文献的

思考。

在提问和解答环节中，葛梦琦同学对老师提出的关于理论推演相关问题进行

了答复，同学们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讨论中。冉雅璇老师首先对葛梦琦同学的展示

进行了肯定，其次，冉老师还建议同学们在学术过程中进行思辨性思考，注重理

论推演的严谨性，思考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搭建起来的，最后，建议同学们在

阅读文献的时候也需要关注原始材料与数据。

至此，本期文献研习活动圆满结束。营销博思堂，博学慎思的好课堂！营销

博思堂成立于 2017 年 5 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硕博

研究生探讨文献、交流学术、分享知识的平台，在这里可以听到来自不同老师的

点评，进行最前沿的学术思想交流，让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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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城市经济管理论坛第 41 期

成功举办

(通讯员 杨增)2023 年 12 月 11 日上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

市经济管理论坛第 41 期于腾讯会议线上举办，学院部分师生于文泉北 203 会议

室线下聆听讲座，另有 50 多名师生及国内外其他高校 30 多名学者线上参加。本

期论坛由城市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王玥副教授组织，邀请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

山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宋彦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以“低碳转型目标下的美

国城市更新”为题进行学术讲座，讲座由副院长田艳平教授主持。

田艳平教授在致辞中隆重介绍了主讲嘉宾宋彦教授的学术简历和学术成就，

对 宋 教 授 受 邀 担 任 规 划 领 域 旗 舰 期 刊 Journal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JAPA)总主编表示祝贺。在对城市经济管理系的发展现状、发展历程、

研究特色和学科领域进行了介绍后，田艳平副院长表示期待今后能在双方契合的

领域开展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师资交流、学生交换、科研合作等。

讲座开始，宋彦教授首先回顾了美国城市的发展历史和趋势。美国学术界就

20 世纪 80-90 年代城市无序蔓延所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了“城

市精明增长”“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重要理念和理论，力图转变原有城市发展模

式。在这样背景下，美国规划师协会 APA(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于 2001

年发布了城市更新指南，其核心在于重新利用和重新开发未能有效利用的城市存

量空间，同时也提出美国城市更新可能面临的立法、资金和多目标协调三方面的

挑战。

随后，宋彦教授从城市更新概念定义入手，详细区分了城市更新的两个对应

概 念 “Urban Renewal” 和 “Urban Retrofitting” 的 差 异 ， 并 从

“Re-inhabitation”“Re-building”“Re-transportation”“Re-capital” 和

“Re-greening”五个维度，阐述如何通过低碳、具有适应性和韧性的城市设计以

实现城市振兴、社会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基于城市更新五个维度的概念界定，

宋彦教授还以美国典型城市为例，采用不用方法从数据层面刻画了城市更新这五

个维度在数年间的变化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最后，宋彦教授介绍了其团队在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如识别和分析不同城市

的更新特征与趋势、城市更新对环境质量、居民健康和社会公正性的影响，以及

评价不同公共政策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宋彦教授的学术讲座引发了线上线下师生的热烈讨论，比如国内城市更新动

力机制与美国的不同点，微尺度的零碳零排政策等。针对师生的提问，宋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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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解答。最后，田艳平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再次

对宋彦教授的精彩演讲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哲学院】【75 周年学术校庆哲学院名家系列讲座】王治河：

生态文明研究在美国：最新动态与核心议题

(通讯员 罗佳馨)2023 年 12 月 13 日 15:0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75

周年学术校庆哲学院名家系列讲座”在文沛楼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次受邀的主讲

人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王治河教授，讲座主题为“生态文明研究在美国：最新动态与核心议题”。

本次讲座由哲学系张佳教授主持，哲学院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王治河教授对生态文明的概况进行详细介绍，并阐述了当今世界

的一些重大学术会议。随后，他深入解析美国在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特别强调美国领军学者在生态文明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国

际社会的影响。

接下来，王治河教授详细分析了美国学者柯布在生态文明研究方面的若干核

心议题，包括柯布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柯布对生态文明未来在中国的发展状

况的看法以及看好中国的理由。除此之外，王治河教授还结合柯布等人的具体案

例，展示了如何通过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来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

最后，王治河教授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增进大家对生态文

明的理解，推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共同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

关系做出努力。

在王治河教授近两个小时的讲授中，在场师生仔细聆听，积极思考，深受启

发。在提问和交流环节，同学们积极踊跃地提出问题，王治河教授对这些问题一

一耐心解答。张佳教授对王治河教授的精彩授课表示衷心的感谢。此次讲座不仅

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美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平台，还引发了同学们对生态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的深刻思考。王治河教授的深入讲解和精彩论述赢得了现场听众的阵阵

掌声，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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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经济学院】【实务大讲堂】第六期顺利开讲，共同探

讨统计建模在法律研究

12 月 14 日下午，法与经济学院“实务大讲堂”第六期在文澴楼 528 教室顺

利开讲。本期大讲堂以“统计建模在法律研究的应用”为主题，由高级数据专家

黎傲轩主讲，韩爱华副教授、昝强龙副教授主持。

韩爱华向黎傲轩莅校开讲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统计建模与法律研究之间

的关联及黎傲轩从业经历。

黎傲轩向同学们介绍了统计建模在当前法律研究中的学术意义和学理价值，

当前该方法在法律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并举例说明实证研究方法对法律研究的重

要性，如在小包公网站中的刑期预测。该功能基于海量的裁判文书，运用回归模

型亦或是机器学习算法等方法，为案件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测的量刑结果。黎傲

轩强调统计建模在法律中的应用具有较高的门槛，因此需要较为稳固地掌握量化

研究方法。

在交流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黎傲轩耐心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疑问。

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法与经济学院】【法经论坛】日本股东积极主义的长期影

响

12 月 13 日下午，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GOTO Gen受邀主讲法与经济学

院与数字经济与法治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联合举办的第三十二期“法经论坛”，为

我院师生带来题为“日本股东积极主义的长期影响”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法

与经济学院讲师李胡兴博士主持，清华大学法学院汤欣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徐强胜教授、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张巍副教授以及法与经济学院

讲师张美扬博士担任与谈嘉宾。

自 2000 年以来，对冲基金发起的股东积极主义成为日本上市公司治理中不

可忽视的现象。村上基金、Steel Partners等境内外投资者以股东提案、收购威胁

等多种方式要求对象公司经营者采取措施提升股东价值，由此引发包括反收购措

施合理性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司法裁判和广泛的学术争鸣。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发生中断了对冲基金股东积极主义在日本市场的活动。2013 年之后，新一波

的股东积极主义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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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对冲基金积极主义活动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的问题存在观点

分歧。一方认为，对冲基金积极主义是约束管理侧的有效措施。就日本上市公司

而言，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问题尤为显著。另一方认为，股东积极主义行动可

能导致公司将本应用于投资和研发的资金分配给股东，助长短期主义而有害公司

的长期利益。理论上的观点分歧有待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

GOTO教授利用日本市场上 2000 年至 2011 年发生的股东积极主义数据，运

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验证了股东积极主义对目标公司 5 个事业年度后的业绩的

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公司而言，被积极主义对冲基金成功影响了的上市

公司在积极主义活动后呈现出更优的 ROA变化(不显著)和托宾 Q变化(显著)，

与此同时，研发费用并没有显著下降。该研究佐证了 2000 年以来日本市场上的

对冲基金积极主义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与谈环节，汤欣教授介绍了中国境内外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机

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分析了股东积极主义较少发生的制度原因，

并对以投服中心为代表的公益股东的作用进行了展望。张巍教授针对只有托宾 Q

变化显著而 ROA变化不显著这一结果，结合代理成本的不同类型提出了几种解

释思路以及信号效果的可能，同时，结合日本法和美国法上大额持股披露规则的

差异指出了横向比较本研究与美国先行研究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徐强胜教授分析

了中日两国在市场结构、监管体系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建设中国式特

色股东积极主义的构想。张美扬博士请教了哪些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对冲基金的干

预对象，并建议进一步讨论被干预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以及这些企

业的行业分布特征。

讲座末尾，李胡兴博士对讲座内容做了回顾和总结，并向 GOTO Gen 教授

和与谈嘉宾表示感谢。

【外国语学院】井上典之教授讲座纪实

(通讯员 吴姗姗)12 月 6 日上午，日本神户大学井上典之教授为学院日语系

学子作 2场“日本外事礼仪”讲座，12 月 14 日下午，井上典之教授以“法学是

什么”为题作第 3场讲座。三场讲座均由日语系吴姗姗老师主持。

井上典之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执行副校长，日本律师考试委员会委员，日

本外交部外交事务审查委员会委员，日本公法学会理事，日本国际人权协会执行

理事，日本欧盟研究会执行理事。同行人员有福冈大学春名麻季教授、名城大学

植木淳教授、摄南大学浮田徹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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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场讲座中，井上教授从“日本餐桌礼仪”“日本街头文化”“日本行

车礼仪”“日本宾馆和旅馆的区别”四个方面展开。首先，井上教授向大家介绍

了掌握日本礼仪的重要性，然后，结合实例给大家介绍了日本的街头文化和乘车

文化让大家深入了解了日本社会的规则，最后，井上教授跟大家讲解了日本宾馆

和旅馆的区别，并补充了入住酒店时的注意事项和礼仪规范。在答疑环节，井上

教授和三位教授跟同学们畅谈中日礼仪的区别，以及跨文化交际时的注意事项。

在第二场讲座中，井上教授给大家补充了日本礼仪和日语发音的地域差别。

告诉大家，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造成了不同地域的礼仪文化，

例如在关西地区，日常聊天时可以直接问对方的个人隐私，在路人问路时经常会

带对方到达目的地。而关东一带，跟不熟悉的人聊天是不能触碰个人隐私的。乘

坐电梯时关西地带是站在右侧，空出左侧给后面的行人。关东地区是站在左侧，

空出右侧。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了解礼仪的地域性能够更加深层次的理解日本的

多元化的文化。

在第三场讲座中，井上教授给大家介绍了法学的基础知识。首先从“法学是

什么？”“法律学习是什么？”“法律学习的必要性”三个问题导入讲座主题，

并且向大家讲解了作为出发点的“宪法”、国家统治作用相关的“公法”、规范

大家生活的“私法”的定义。然后告诉同学们：学法不只是死记硬背书本上的内

容，更重要的是注重文理解释，即对于知识体系的理解。要想掌握语言词汇的意

思，掌握词汇的背景很重要。然后开始思考立法事实。近代的法学相关的概念很

多都是欧美传来的，需要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理解相关的法学概念，日语中被称为

比较法的解释。最后给大家讲解了“法律学习”的必要性。井上教授表示：现代

国家的存在目的来自于公共安全、秩序维持、人类的生存考虑，这三个目的通常

都是被创造国家的宪法典来约束，通过宪法典来行使统治权力。学法就是研究这

三个目的是怎么达成的过程。除了要掌握公法、私法以外，还需要了解刑法。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三场讲座的学习，他们对日本的礼仪体系、

日本人的行为规范及“日语＋法学”的“学科融通”方面有了更直观、更全面的

认识,为大家未来能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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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学院邀请湖北大学胡学敏教授为我校师生

开展讲座

2023 年 12 月 14 日 18:00，湖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胡学敏应信息工程学

院计算机系邀请为我院师生开展了一场系列学术讲座。讲座形式为腾讯会议，计

算机系李胜教授等教师和各级研究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胡学敏教授系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士，武汉大学信号与信息处

理专业博士，美国罗德岛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

机器学习、无人驾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部级项目 2项，以及多项

企业级项目。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 40 余篇学术论文，其中以一作/

通信作者发表 SCI一区 Top期刊论文 6篇(高被引论文 3篇)，并且拥有多项国家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多次担任 TITS，TII，TMM，TIV 等知名期刊的审稿

人。与国内矿山自动驾驶头部企业合作，研发无人驾驶规划算法和系统，实现国

内首个无人矿山整体解决方案，服务于多个顶级能源和矿山集团。

胡学敏教授的讲座题目是：“自动驾驶：从规则规划到端到端规划”。针对

自动驾驶运动规划问题从高精度的感知规划、安全的端到端规划、高效的强化学

习规划三个维度详细汇报。在高精度的感知规划方面，从复杂道路场景数据集、

高精度感知方法和复杂道路规划方法的角度出发，阐述如何提高复杂道路场景的

泛化能力；在安全的端到端规划部分，讲述应对紧急情况的模仿学习规划模型和

CNN级联多个 LSTM的端到端规划方法；在高效的强化学习规划部分，介绍基

于条件 DQN的端到端规划方法和基于强化学习循环迭代的端到端规划方法。

本次学术讲座中，胡学敏教授的讲解内容丰富，创新性强，介绍详细，参与

师生深感受益匪浅。讲座介绍完后，参会师生踊跃提问，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交流结束后李胜教授对胡教授的精彩分享表示衷心感谢。

【法与经济学院】【法经论坛】朱震教授：基于大语言模型

的法律推理

12 月 15 日，由法与经济学院与数字经济与法治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联合举办

的“法经论坛”第三十三期“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法定推理：一个基准研究”在

文澴楼 623 会议室顺利举行。本场讲座由英国肯特大学商学院商业分析硕士项目

主任、大数据分析高级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者”讲座教授朱震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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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与经济学院黄赛男副院长主持，法与经济学院李胡兴讲师、张美扬讲师担任

与谈嘉宾。

朱震教授首先介绍了大语言模型产生的背景，分析了人工智能帮助缺乏法律

知识的人群乃至律师寻找适当法律条文的潜在功能。接着，朱震教授介绍了其团

队针对大语言模型的法律推理能力开展的实证研究。该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法条参照，利用 ChatGPT生产的法律案例，再将该案例

提供给 ChatGPT去寻找正确的法律适用。在基准组之外，该研究还设计了三套

不同的指令与基准组进行对照。对照结果显示，在法条数量固定时，法律案例字

数越多，ChatGPT的精准度越高；对于同一案例，指令中法条数量越多，ChatGPT

回答正确法条的准确度越低，反映出 ChatGPT推理负担加重。在介绍了实验结

果后，朱震教授畅想了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实验的未来方向以及大语言模型对于

法律适用过程可能产生的诸多影响。

在与谈环节，李胡兴博士梳理了该研究的几点启示。首先，研究设计实际上

模拟了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中的请求权基础检索工作。完整的法律推理链条还包

括涵摄大小前提后得出法律效果的思维过程，有待未来研究拓展。其次，实证结

果与法律人的直觉相符。比如，针对给定案情，ChatGPT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一章中找法的准确度低于在同编第四章中找法的准确度。这可能与采用总分结构

的潘德克顿式法典编纂技术有关。再次，展望未来，大语言模型除了可能提供更

为便捷的司法服务外，也许还可能用于立法阶段检验立法文本质量，助力精细化

立法。张美扬博士则向朱震教授请教了关于案例和法条之间的对应关系、大型语

言模型的正确率是否与提示(prompt)中所列的法条个数相关，以及应该如何看待

和解读四种不同模式下大型语言模型的准确率。

讲座末尾，黄赛男副院长对本次讲座做了回顾与总结，表示将法律、经济传

统学科与新兴的科技结合对于传统学科的发展将会是一大助力，并且在新兴领域

中将留有很多空间给同学们进行研究与探索。

【财政税务学院】第三届香樟税收学论坛成功举办

(通讯员 胡玉璐)12 月 16 日上午 9 点，第三届香樟税收学论坛于文泉楼北

403 会议室开幕。本届论坛以“新发展阶段下的税收理论与政策”为主题，由香

樟税收学论坛组委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

科创新引智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税收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南财经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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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承办。组委会共征集到近 70 篇来自全国各高校师生及多所研

究机构研究人员的稿件，最终遴选出 18 篇论文进行本次论坛的宣讲交流。

出席本次论坛开幕式的领导嘉宾包括：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谢贞发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刘勇政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崔晓静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张德勇研究员，中国税务杂志社《税务研究》编

辑部陈双专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财贸经济》编辑部白金兰老师，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研究》编辑部郭晓辉老师，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税

收经济研究》编辑部张景华老师，中央财经大学寇恩惠教授，浙江大学李文健教

授，以及财政税务学院党委书记袁桂君同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苗同志，财政

税务学院副院长薛钢教授，魏福成副教授和院内的多位中青年教师等。论坛开幕

式由财政税务学院田彬彬教授主持。

开幕式第一项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袁桂君书记为论坛致辞。袁

桂君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

展阶段，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肩负着重要使命，因此本次论坛的举办正逢其时，

意义重大。期待通过大家的深度交流与讨论，集思广益，共同探索新发展阶段下

的财税理论和财税政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开幕式第二项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苗致辞。杨苗指出，

作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骨干力量，应用经济学展现了学科扎根

实践、基础研究和锐意创新并重的学术传统。而财政学、税收学作为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应用经济学科中的传统优势专业，展示了强劲的科研实力。希望大家依托

香樟税收学论坛这个平台，聚焦财政税收热点问题，立足学术前沿，为加快推进

中国特色税收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开幕式后是主旨演讲环节。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谢贞发教授带来《政府

税收分成激励与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主旨演讲。谢教授基于我国增值税

改革历程，研究 2016 年我国新增值税分成改革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导向

对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产生的作用。通过严谨丰富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

2016 年新增值税分成改革引起的地方政府制造业发展导向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

业金融化水平，引导企业“脱实向虚”。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财 政 金 融 学 院 刘 勇 政 教 授 带 来 《 Market

Interdependence:Evidence from Firm Responses to Tax Increases》的主旨演讲。刘

勇政教授基于丰富的理论及实证分析，发现在多产品多市场的市场结构下，企业

在某个市场受到的冲击会对企业在其他市场的表现产生溢出效应，这表明各个市

场间存在相互联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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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崔晓静教授带来《构建更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涉外税

收法律制度》的主旨演讲。崔晓静教授基于税制竞争力理论，详细分析了传统股

息汇回税收规则及其弊端，并以海南自贸岗与横琴自贸区为例，详细阐述了参股

豁免规则的创新以及优化路径。崔晓静教授指出，未来应继续通过税收手段赋能

海南和横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建设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营造有利法制条件和外部环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薛钢教授带来《从 DB到 B-READY:中国税

收营商环境的挑战》的主旨演讲。薛钢教授从我国税收营商环境现状入手，详细

介绍了 DB评估体系中纳税指标的局限性及 B-READY税收指标得主要内容。最

后从税收法规质量、公共服务质效及税制运行效率三个方面说明了未来的挑战及

应对措施。

主旨演讲结束后进入平行论坛论文交流宣讲环节。本次论坛共开设 6个分论

坛，每个分论坛由两位资深学者担任点评嘉宾，报告论文在各主题平行分论坛以

作者汇报与嘉宾点评相结合的形式展开深入讨论。各分会场气氛热烈，与会学者

们围绕相关主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和碰撞，积极发表各自的思考和洞见。

平行论坛一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税收政策。由中国税务杂志社《税务研究》

编辑部陈双专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庄佳强和孙玉坤担任点评嘉宾。厦门大学

黄寿峰的宣讲题目为《数字化背景下的税收征管与企业环保投资》；中央财经大

学庞思诚的宣讲题目为《数字经济、增值税地区间转移与中等数字经济陷阱》；

中央财经大学吴懋的宣讲题目为《数字经济、分税制与税基流动性一一基于灵活

就业个体样本的证据》。

平行论坛二的主题为税收征管与税收政策。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研

究》编辑部郭晓辉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魏福成、西南财经大学李昊楠担任点

评嘉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徐睿的宣讲题目为《可追溯性驱动的增值税征管系统

与企业策略》；西南财经大学高原的宣讲题目为《Competition and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Trust Law》；

贵州财经大学刘祺的宣讲题目为《电商经济与增值税跨地区转移一一水自中国淘

宝村的证据》。

平行论坛三的主题为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由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编辑

部白金兰主持，中央财经大学寇恩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筱筱担任点评嘉宾。

厦门大学刘琪的宣讲题目为《中国企业捐赠税收价格弹性估计》；华中科技大学

何炳林的宣讲题目为《反国际避税与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一一来自国别报告实施

的经验证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赵志麒的宣讲题目为《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

人力资本结构的非预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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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四的主题为企业创新与税收政策。由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

《税收经济研究》编辑部张景华主持，浙江大学李文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子

尧担任点评嘉宾。天津财经大学刘畅的宣讲题目为《留抵退税“及时雨”能否缓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燃眉急”?》；上海财经大学刘冰的宣讲题目为《纳税时间红

利与企业投资一一基于企业并购的所得税递延纳税的研究》；暨南大学张训常的

宣讲题目为《个税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一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

究》。

平行论坛五的主题为环境、健康与税收政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张德勇主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黄寿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潘担任点评嘉

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海林的宣讲题目为《The Unexpected Effect of Tax Cut on

Corporate Pollution Reduction:the Role of Official Performance Appraisal》；中央财

经大学周奕多的宣讲题目为《揭示碳泄漏之谜：来自环境保护税税率省际差异的

新证据》；江西财经大学曾鑫的宣讲题目为《The Hidden Cost of Corporate Tax Cuts:

Evidence from Worker Health in China》。

平行论坛六的主题为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编

辑部肖加元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叶菁菁和赵颖担任点评嘉宾。四川大学陈向

阳的宣讲题目为《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魏卓凡的宣讲题目为《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资本深化：促进还

是抑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段可仪的宣讲题目为《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税收鸿

沟的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随着平行会场的交流讨论环节结束，第三届香樟税收学论坛至此顺利闭幕。

与会嘉宾对此次论坛的形式与交流质量给予肯定，认为本届论坛的交流成果能够

为当前税收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我国未来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刑事司法学院】校党委书记、廉政研究院院长侯振发参加

指导 “控辩审学四方会谈”学术活动

(通讯员 张与欣)2023 年 12 月 15 日下午，以“刑法现代化”为背景的湖北

省“控辩审学四方会谈”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举行，此次会谈的主题是

“国家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认定”。本次会议由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纪委办公室、廉政研究院、刑事合规研究中心及刑事司法学院等共同举办，湖

北省立丰事务所、雄楚刑事法治论坛协办。我校党委书记、廉政研究院院长侯振

发，纪委办公室主任蒋涛，刑事司法学院院长胡向阳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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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侯振发教授重视学校法学双一流建设工作，重视廉政建设与理论研

究。他专程到会发表致辞，对莅临本次活动的专家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我校法学

发展历程和近些年取得的成绩，还就廉政建设与廉政法治理论研究提出了重要建

议。刑事司法学院院长胡向阳教授代表学院欢迎与会专家，介绍了学院的发展情

况，并阐述了本次学术研讨的意义。

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赵慧，湖北立丰律

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一级律师汪少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官文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童德华出席正

式活动，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分局法制大队大队长潘玉斐、东湖高新区人民检察院

朱奕凡以及汪群、聂义明、陈亮、周晶、王曦、肖湘漓、吴敏律师等我省律师界

精英、我院杨柳副教授、丁友勤副教授、袁建伟副教授、李俊博士以及多名在读

本科生、硕士、博士生近 100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袁建伟副教授和周晶律师主持

本次活动。

依据控辩审学研讨规则，研讨环节先后由检察机关、律师事务所、审判机关

和学校专家发言。赵慧检察长围绕“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和其中“利益”的

性质进行发言。汪少鹏律师指出刑法现代化的理解应当从刑法的目的和功能、刑

法适用的谦抑性以及刑法解释三个方面进行。官文生庭长回顾了受贿罪在不同阶

段的认定及其发展历程，围绕“利益”和“高息”的认定发言。童德华教授指出

在当前形势下，受贿罪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现象，结合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学

理角度对“权钱交易”进行了阐释。

在自由讨论环节，在座参会人员围绕“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需要具体行为”，

“手段违法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中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

如何区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发言。参会学生及其他人员就 “承诺为他人谋取

利益”中“承诺”的认定，为合法经营而非法购买的涉案财物的处置以及为他人

谋取利益和收受贿赂之间的相当性向各位嘉宾进行了提问，嘉宾从实务和理论角

度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会谈最后，活动发起人赵慧检察长对本次会谈进行了总结，鼓励在座学生及

参会人员从不同角度切入学习刑法，共同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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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学院】湖北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

暨“数字时代背景下犯罪治理问题研究”高端论坛在鄂州

顺利召开

(通讯员 崔畅元)吴王古都，洋澜湖畔。12 月 16 日，湖北省法学会犯罪学

研究会 2023 年年会暨数字时代背景下犯罪治理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鄂

州市召开，本次会议由湖北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主办，鄂州市法学会、市检察

院承办。来自全省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监狱、律所等部门的代表，以及武

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警官学院、武汉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等省内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论文作者代表 300 余人参加本次会

议。

会议开幕式由湖北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宗辉教授主持。鄂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长方勇

先生，湖北省法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干永平先生，湖北省人民检

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熊昭辉先生，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中国犯罪学研究

会高级顾问、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洪宪教授，中国法学会犯罪学

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家林教授，鄂州市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闫利国先生依次致辞。

随后是宣布优秀论文奖及颁奖环节，由鄂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黄国华宣

布三等奖名单；湖北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

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董邦俊教授宣布二等奖名单；湖北省法学会犯罪

学研究会顾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湖北省安全厅副厅级巡视员郭德华

先生宣布一等奖名单；湖北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

究生合作导师吴忠良先生宣布特等奖名单。

主题发言环节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研讨主题为“数字检察与公安、法院

及司法行政数字问题研究”，由黄石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秦国文

主持。鄂城区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陈凌霄以基层检察机关数字检察管理路径研

究为主题，围绕数字检察管理路径分析进行发言。黄冈市浠水县人民检察院第三

检察部副主任吴航帆以大数据赋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调查与思考为主题，围绕

大数据对社区矫正问题进行分析。鄂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莹以数字时代公民个

人信息权益的刑法保护现状及完善为主题进行发言。华容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宋

翠以检察数据业务化赋能法律监督为主题，围绕数字检察深度应用进行发言。荆

门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孙俊龙以数字检察助推环境资源保护和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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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为主题进行发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助理程馨心以数

字经济背景下个人信息司法保护问题研究为主题，结合现实案例进行发言。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杨立云以数字时代司法范式与批判性思维为主

题，围绕数字时代的证据，数字时代的司法决策进行发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薛青松以出租、出售信用卡帮助转账行为的定性辨析为主题，

结合司法实践进行发言。湖北省黄石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建华以

环境资源犯罪分析与治理对策为主题，结合现实案例进行发言。

点评环节，湖北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合

作导师吴忠良，对会议主题与现实世界、时代背景的关联进行评论。武汉市黄陂

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国媛，对利用数据的批判性思维，数字检察在未来如何运用，

进行评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杨祥兴，对数字时代

检察与现实的融合，围绕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进行评论。

第二单元研讨主题为“犯罪分层治理问题研究”，由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邹才发主持。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周遵友以德国刑事处罚令制度

的最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为主题，将国内与国外相对比进行发言。黄冈

市人民检察院新闻办负责人胡曼李以积极刑法观视域下轻罪制度体系的立法构

建为主题进行发言。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会副会长陈

家林以犯罪分层治理问题初探为主题，展开生动发言。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社会治安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湖北警官学院治安系副主任、教授黄石以

犯罪治理视域下的企业合规问题研究为主题展开发言。武汉警官职业学院司法侦

查系专业带头人、教授王红星以数字时代年轻群体网络违法犯罪现状分析为主题，

结合现实数据进行发言。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程馨心以数字经济背景

下个人信息司法保护问题研究为主题做发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赵慧，湖北警官学院教授林华瑜对犯罪分层治理问题研究的发言

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第三单元的研讨主题为“社会治理中的其他热点问题研究”。由鄂州市法学

会秘书长黄兴德主持。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王

灿以流域综合治理背景下环境犯罪系统治理的法治化路径研究为主题，围绕公益

诉讼进行发言。湖北宝树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羿辛以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打击难

度与应对策略为主题进行发言。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五级法官助理

金斓以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反思与重构为主题进行发言。梁子湖区检察院副检察

长陈娟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一对一”证据审查路径研究为主题，就证据

审查就行发言。湖北省犯罪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

凤以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及其司法认定问题研究为主题，围绕污染环境罪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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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护进行发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张丽霞以人工

智能背景下证据标准之思为主题进行发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

授、法学博士李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系副主任丁友勤副教授，湖

北省鄂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姚文忠先生，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何伟对发言嘉宾的论文内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结合数字时代进

行评论。

闭幕式由湖北省鄂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王继春先生主

持。鄂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汪玉彬先生做会议综述。湖北

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董邦俊教授做会议总结，对“数

字检察与公安、法院及司法行政数字问题研究”“犯罪分层治理问题研究”“社

会治理中的其他热点问题研究”三个研讨主题的发言内容做了整体评价。

本次论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会场外寒风凛冽，会场内学术氛围浓厚。

通过交流与研讨，参会人员对数字时代背景下犯罪治理问题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对把握数字时代发展新趋势，提升数字时代背景下犯罪治理能力、促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学术系列讲座 2023 年第 128

期成功举办

(通讯员 黄雨婷)2023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15 点，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

学术讲座第 128 期在文泉北 407 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到福州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陈章旺教授为主讲嘉宾，与我们分享营销如何突围的主题。营销管理

系费显政教授主持讲座，各院系老师和同学积极参与本次活动。

陈章旺教授是福州大学市场营销学科带头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现为福州大学周麻婆营销战略研究院院长、福州大学民建经济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福州大学创意与创业管理研究所所长等。兼任教育部高校工商管

理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学会营销管理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民建福建省委经济委员会主任、福建省企业人力资源

发展促进会会长、福建省众创空间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主要从事零售营

销与购买行为、品牌塑造与品牌管理、游文化与旅游营销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二)项目 3项，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重点

和一般项目 6项。有《零售营销：实战的观点》、《网络营销》等 4部作品，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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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有关营销言论入选人民网“名人一言堂”，

被誉为“福建营销第一人”。主持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市场营销学》和 6

项省级教改课题。热心学生创业指导，是 YBC创业导师、福州市火炬创业导师，

多次指导学生获国赛、省赛金银奖。曾获得评师网“中国十大最受欢迎的营销学

教授”，中国大学MOOC“2016 年度优秀教师”、“福州大学教学名师”、“出

彩经管人”、“厦门航空公司奖教金”、“厦门国际银行奖教金”等荣誉。

讲座伊始，陈章旺教授便开门见山，向我们强调了目前营销存在的困境：营

销在社会上面临着部分人的误解，如何解决高校中学生对营销专业的认知问题？

陈章旺教授指出，在当今技术与成本已达瓶颈的背景下营销的重要性。营销不是

销售，不是推销，更不是传销，阐明在消费分层化、市场小众化、需求个性化、

购买便利化、影响社群化的新消费时代的营销定位。同时从转变思路、用心沟通、

找准定位、品牌致胜、追求卓越、营销自我六个方面进行营销突围，点明今天的

讲座主题。随后，陈章旺教授带领大家进行九点游戏，不仅生动阐述了如何转变

思路，并且还给讲座带来欢声笑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陈教授拆解“赢”字强

调沟通的重要性，并用几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如何用心沟通，引人入胜。我们还了

解到各种不同品牌，尤其是高端品牌如何找准定位，使品牌致胜。此外，通过品

牌还有各种途径实现顾客满意的不同层次以追求卓越，实现成功营销。陈章旺教

授生动形象的讲话让人印象深刻，得到了老师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最后，老师同学们就本次讲座内容提出问题，陈章旺教授耐心解答，互相学

习，共同进步。费显政教授也提出了对营销现状的几点深入思考和观察，并提出

了自己的一些建议，让人受益匪浅。参加讲座的全体师生表达了对陈章旺教授的

感谢。至此，本期讲座圆满结束，陈教授为参加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带来了精彩

的观点分享，并与大家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互动，参会老师与同学都收获满满。

【工商管理学院】“文泉工商•长江论坛”(第 37 期)暨运营

与供应链管理系学术讲座活动成功举办

(通讯员 邹碧攀)2023年11月29日下午2点整，由工商管理学院举办的“文

泉工商•长江论坛”(第 37 期)暨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系学术讲座活动在文泉北 5

楼 506 会议室进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为上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镇璐教授，分

享主题是“面向自动化仓库系统的数学规划建模与算法研究”。工商管理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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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吴海涛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来自各个学校的老师以及同学积极参加本次讲座

活动。

镇璐教授入选国家级青年学者、上海市青年拨尖、东方学者、曙光学者、英

国运筹学会会士(ORS Fellow)国际工程技术协会杰出会士(IETI Distinguished

Fellow)。连续四年(2020-2023)入选“全球 Top2%顶尖科学家”(运筹学领域)。

镇璐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物流与供应链优化、港口与航运管理优化等。近年来在

POM、TS、TRB、IIE、NRL、Interfaces、管科学报等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77

篇(其中，一作或通讯 169 篇)；以研究成果中的核心算法申请并获授权发明专利

7项(均为第一发明人)。主持 6项国家自科项目(重点、国合等)。以“独立完成

人”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上海市哲社等奖;以“第

一完成人”获上海市哲社二等奖等。受邀担任国际 A 档期刊《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国际 B档期刊《Computers &Operations Research》、《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等期刊的副主编、编委。

讲座开始，镇璐教授介绍了自动化智能仓的建设与应用，并指出，要在控制

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智能仓库系统的高效运行，就必须从系统最优化的角度探讨如

何真正实现“运营数字化”“决策智能化”。接着，镇璐教授介绍了移动机器人

履行系统，这是一种新型的自动化仓储拣选系统，一般由拣选站、移动机器人、

移动式货架组成。移动式货架由移动机器人运送到拣选站，拣选人员完成拣选后，

移动机器人将移动式货架运送回特定位置。然后，镇璐教授介绍针对面向移动机

器人履行系统的订单分配与智能搬运机器人的路径规划的集成优化问题，以及面

向人机协同拣货系统的订单分配、智能移载机器人与拣货员路径规划的集成优化

问题。为了便于理解，镇璐教授将研究问题拆分成三步：(1)订单聚类和订单与

移动货架的指派；(2)移动货架和拣选站的指派；(3)移动机器人和移动货架的指

派。并对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建模以及相应的求解算法设计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

镇璐教授也介绍了多个有趣的实验，包括拣选站布局、订单拣选策略等，并提出

了有趣的实验结论和有实践意义的管理启示。

最后，参与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踊跃提问，镇璐教授耐心地回答了老师和同

学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最后，邹碧攀老师对讲座进行总结，参加讲座的全体师生

表达了对镇璐教授的感谢。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镇璐教授为参加讲座的老

师和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学术分享，并与大家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互动，整个讲座

干货满满，参会老师和同学都收获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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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系成功举办的国家自科

基金申报交流会

(通讯员 邹碧攀)2023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3:30-5:30，由工商管理学院运营

与供应链管理系举办的国家自科基金申报交流会在文泉北 6楼 609 会议室进行。

本次活动邀请到的指导嘉宾是上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镇璐教授，参与本次基金申

报交流的老师包括：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系的邹碧攀老师、徐浩轩老师，工商管理

系的唐尧老师、吕飞老师，以及来自多位来自同城高校的老师。

镇璐教授入选国家杰青、优青、上海市青年拨尖、东方学者、曙光学者、英

国运筹学会会士(ORS Fellow)国际工程技术协会杰出会士(IETI Distinguished

Fellow)。连续四年(2020-2023)入选“全球 Top2%顶尖科学家”(运筹学领域)。

镇璐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物流与供应链优化、港口与航运管理优化等。近年来在

POM、TS、TRB、IIE、NRL、Interfaces、管科学报等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77

篇(其中，一作或通讯 169 篇)；以研究成果中的核心算法申请并获授权发明专利

7项(均为第一发明人)。主持 6项国家自科项目(重点、国合等)。以“独立完成

人”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上海市哲社等奖;以“第

一完成人”获上海市哲社二等奖等。受邀担任国际 A 档期刊《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国际 B档期刊《Computers &Operations Research》、《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等期刊的副主编、编委。

本次活动采取专家点评的方式开展。首先，分别由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系的徐

浩轩老师、工商管理系的唐尧老师以及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系的邹碧攀老师，对自

己即将开展的基金申报情况进行介绍，阐述自己的选题、申报内容框架构建以及

研究方法的选择；然后，针对每个汇报，镇璐教授均给出了详细且有价值的点评

与建议，尤其在选题方向，镇璐教授围绕创新与落地两个点给出了具有建设性意

义的指导意见，让在做的老师都受益匪浅；此外，镇璐教授还对基金选题与论文

选题的区别给出了指导性的分析和建议，着重强调了二者在创新点上的差异；最

后，镇璐教授与在场的各位老师开热烈的讨论和互动，就研究方向的选择、研究

方向的开拓以及各类项目的申报给予了回答，整个活动干货满满，参会老师和同

学都收获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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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融智汇商|第 292 期“文澜大讲堂”之名

家讲坛讲座圆满举办

(通讯员 徐一菱 梁奕昕)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

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为了培养我院师生的创新思维，深入探究人工智

能给管理学研究哲学和研究方法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变革，我院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 11:00-12:30 举办了第 292 期“文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讲座，本期

讲座主题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管理科学：新实践，新理论，新方法”。此次讲

座邀请到荷兰鹿特丹大学博士，全球商业智能中心主任、法国人工智能管理学院

院长龚业明教授。讲座由研究生院副院长董慈蔚教授主持。我院同学积极报名参

加本次讲座，座无虚席。

讲座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和地位、人工智能对企业功能的影响、面对人工

智能飞速发展持有的态度、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对管理学学科

的影响、人工智能对研究哲学和研究方法论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思考的问题

这七个部分展开。

讲座伊始，龚教授从 Open 人工智能创始人 Sam Altman 遭董事会驱逐后又

重新回归的实例引入，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新时代赋能的

重要意义。随后龚教授介绍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并对 LlaMAs做了简

要介绍。接着，龚教授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投资力度指出了人工智能的重要地位

和影响力，并阐释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商业的生成型和颠覆型的影响。

其次，龚教授根据自身深耕人工智能行业多年的经验和洞察力进行了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相关预测，他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企业功能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对

银行业、保险业、软件工程等行业都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随后他集中阐述了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

最后，龚教授系统论述了人工智能对研究哲学和方法论的深刻影响。在此基

础上，龚教授介绍了人工智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辨问题并指出

了人工智能对六种研究战略的影响。

在互动问答环节时，同学们从“面对人工智能的变革作为学生应该如何行

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管理问题？”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龚教授一一解答，并谈到要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接触新的技术，并主动在科研教

学等环节的实践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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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最后，董慈蔚教授对龚教授的到来和精彩的讲述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

希望同学们紧跟人工智能时代步伐，保持对学术的热忱和初心，并用包容和开放

的心态运用新的技术进行潜心研究，争做新时代创新与变革的人才。

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此次讲座不仅加深了同学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

更是激励同学们满怀学术热情以创新思维探索人工智能的全新领域。

【公共管理学院】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湖北省模拟集体协商

产学协同共建研讨会成功举办

(通讯员 冯黎雪怡 熊泽祯)2023 年 12 月 17 日，由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会劳动关系分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发起举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模拟集体谈判协会协办的

“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湖北省模拟集体协商产学协同共建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南湖校区文泉楼北 203 成功举办。本次研讨汇聚了来自武汉市总工会、中

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会长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以及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武汉工程大学共 10 所同行高校的专

家学者代表、学生代表近 50 人参会，共商研讨湖北省高校模拟集体协商的产学

协同培养模式和发展路径。本次研讨会由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劳动经济与

劳动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副秘书长熊卫教

授主持。

研讨会主旨发言第一项，熊卫老师在开幕式致辞中介绍了湖北省高校模拟集

体协商大赛迄今已举办四届，本项赛事对学生有益、对社会有益、对学校学科建

设发展有益，为促进本赛事可持续稳步发展，他倡议和工会等实务部门加强协同，

积极探索加大所在学校、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多种路径。

研讨会主旨发言第二项，武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李军发言介绍了武汉

市总工会组织企业实务工作代表参加由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历届全国城市集体协

商情况，分享了在首届和第二届全国城市集体协商竞赛备赛过程中和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劳动学科师生团队合作互训的经验，李部长提出希望通过研讨交流，进一

步加大工会和学校的合作，积极发挥产学协同在培育创新拔尖人才中的作用。

研讨会主旨发言第三项，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

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会长冯喜良教授通过腾讯会议，在线介绍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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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工会组织举办的全国城市集体协商竞赛的开展情况，冯老师提出，全国城市

集体协商竞赛 2年举办一次，周期较长，正在探索全国性的每 2年举办一次，但

各省每年举办的做法。冯老师也是我校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

员，他高度肯定了我校在打通高校模拟集体协商大赛和工会系统的城市集体协商

竞赛的互训、协同指导的经验。

研讨会主旨发言第四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关系本科专业负责人、劳动

经济与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李波教授详细介绍了我校劳动关系专业及劳动关系

人才的培养情况，为研讨会注入新的思考和探索。

研讨会主旨发言第五项，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沈纬辰老师介绍了

2023 年第四届湖北省高校模拟集体协商大赛的情况。沈老师发言指出，比赛为

同学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化过程，让同学们能够立足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提升了

专业能力及相关知识的认识。准备比赛的过程虽然困难，但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了实质性锻炼和成长。

接下来，在自由发言讨论环节，各高校代表们带来了各自校园内的模拟集体

协商训练情况，他们分别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纺织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工程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他

们分享了各校组织学生开展模拟集体协商训练的情况，强调了比赛对学生综合素

质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

最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教研室主任、劳动经济与劳动

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黄宏伟副教授总结了研讨会的内容。他提出了多沟通多交流的

观点，并表达了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希望研讨会能够越来越好。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我校模拟集体谈判协会的支持，会长熊泽祯同

学及协会干部非常重视这次活动，并积极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筹备和组织这

次会议。协会的成员一直致力于推动学术和文化交流，以及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发

展和成长机会。本次研讨会为高校模拟集体协商产学协同培养模式和发展路径探

讨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交流机会，与会专家学者们的精彩分享和讨论，为参与者

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未来，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交流合作，推动创新拔尖

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发展。

【公共管理学院】文泉论坛第四十一期讲座成功举办

(通讯员 秦越)2023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15:3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文泉论坛第四十一期于文泉楼北 303 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主题为“招聘&



107

管理(和解雇)人员”，由香港教育大学莲娜韦亚斯副教授主讲，我院行政管理系

黄容霞副教授主持，我院部分师生参加。

莲娜韦亚斯副教授从基本概念切入，讲解了何为人力资源，阐述人力资源管

理的内涵。界定清楚概念后，首先，她辨析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区别与联系，

进一步解读人力资源管理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区别。其次，她从人力资源管

理职能的角度入手，讲解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意义与地位，并提出一些具体

的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能的措施。最后，她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传授了求职

面试的经验。在主题讲座内容后，莲娜韦亚斯副教授介绍了香港教育大学的公共

政策及管理硕士(MPPM)项目，包括课程结构、实践项目、实习机会、就业前景等

方面。

莲娜韦亚斯副教授的讲座引起了师生的热烈讨论，参会师生踊跃提问，莲娜

韦亚斯副教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解答。

最后，黄容霞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简要总结，她对莲娜韦亚斯副教授的精

彩分享和在座师生的积极参与表达由衷感谢，期待今后我校与香港教育大学在师

资交流、学生交换、科研合作等双方契合的领域开展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外国语学院】导学科研同向行(13)|朱勇老师指导研究生

在中国法律外交翻译大赛中获奖并在论坛发言

(通讯员 刘梦婕)12 月 9 日，2023 年中国法律外交翻译高端论坛暨第三届

“和平杯”中国法律外交翻译大赛颁奖典礼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宏文楼国际报告

厅召开。活动由中国政法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甘肃政法大学和中国仲裁法学

研究会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法律英语

教学与测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我院翻译硕士导师组组长朱勇老师在论坛发表主

旨演讲，并指导 2023 级法商笔译研究生刘梦婕在第三届“和平杯”中国法律外

交翻译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在论坛开幕式上，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董洪川、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法律英

语教学与测试专业委员会会长张法连、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国强、

中国外文局翻译院副院长邢玉堂分别致辞。中国外交部外语专家陈明明大使、甘

肃政法大学唐丽玲、大连外国语大学杨俊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军峰、西南政

法大学郑达轩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勇等六位专家作主旨发言。我院朱勇老师作

了题为“制裁与反制裁立法文本翻译——兼论中美的多边主义之争”的主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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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指出，随着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发生新变化，各国外交的方式和手段也呈

现出新特点与新趋势，法治外交的兴起能够为维护国际法治秩序、推动世界和平

发展注入新动力。有关立法文本的英汉互译，应遵守准确严谨性原则和等效性原

则。因此，译者不仅应追求形式和意义层面的等效，而且要争取法律效力和法理

逻辑的等效，厘清多边主义的名与实，识破“伪多边主义”，助力我国维护和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刘梦婕同学作为获奖选手代表分享比赛心得。她表示，在参赛过程中认识到

了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塑造法治中国形象的重要意义，对法

律英语、法律翻译和法律外交之间关系的理解更为深刻。最后，她鼓励立志深耕

法律英语领域的同学，要相信自己拥有无限的上升空间，勇往直前、攀登高峰。

我院教师在本次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研究生在法律英语方向学科竞赛获奖，

体现了我校财经政法深度融通的办学特色和我校“英语+法律”“翻译+法律”

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向。刘梦婕同学表示，在导师朱勇老师的指导下，她在此次备

赛过程和学术交流中受益良多，感受到了跨学科学习的魅力，进一步加深了科研

兴趣，培养了家国情怀，拓宽了国际视野。

香港大学代表团来校访问

(通讯员 张俊)12 月 14 日，香港大学学术联络部暨内地事务处总监黎慧霞、

高级项目经理高活妍、香港中联办教科部处长方磊一行来访我校。副校长徐涤宇

会见来宾并出席双方座谈会。港澳台办公室、港澳台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会

议。港澳台教育中心主任郑影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徐涤宇首先向黎慧霞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

校基本情况。徐涤宇提出，香港大学作为香港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

为香港的繁荣和发展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商业和政法人才。近年来，香港地

区高校也成为我校学生出境深造的“热门地”。两校在财经政法领域的合作具有

广阔的前景，未来希望两校汇聚优势资源，不断深化交流合作，开展联合科研、

共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推进师生交流交换，为香港和内地培养更多通晓两地经

贸、管理、法律的融通型高端人才。

黎慧霞介绍了香港大学的基本情况。她提到，香港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国际化

研究型大学，其国际化水平在亚洲地区首屈一指，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具有悠久

的办学历史。近年来，香港大学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非常期待能够和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探索财经政法人才培养、加强科研合作。未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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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可从暑期夏令营、国际学术会议、人才招聘等方面开展合作，打下坚实合作基

础，不断推进两校间的高水平高层次深度合作。

会上，双方就人才培养、师生互访、共同举办暑期学校等相关事宜进行了讨

论并达成共识，进一步明确了暑期夏令营项目合作意向。

访问期间，香港大学代表团还参观了学校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

【外国语学院】朱灵慧教授指导研究生参加第四届中国翻译

史国际研讨会并发言

(通讯员 鲜于乐洋)12 月 14 日至 16 日，第四届中国翻译史国际研讨会在香

港中文大学隆重召开。我院 2022 级翻译学专业研究生鲜于乐洋提交论文，经过

层层选拔，收到会议邀请，并在大会宣读论文。该活动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

中心主办，旨在通过深入解读翻译活动的具体个案，共同探讨翻译史研究的新方

法和新途径。本届研讨会主题为“翻译与权力”，邀请了包括香港中文大学 ST.

ANDRÉ, James、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王宏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黄克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赵稀方、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日本成城大学陈

力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邹振环、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

辅仁大学杨承淑等全球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到场交流。

鲜于乐洋参与了朱灵慧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译事奏谕与翻

译政策研究”。本次参会宣读的论文是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题为“走向近代外

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译务与外务”。该文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史料为基

础，以相关翻译活动为主线，从机构翻译的角度切入，爬梳其中所涉翻译事务类

型，并尝试厘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译务与外务的关系，探究其在中国近代外交转

型中的地位与作用。该文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肯定和积极评价。

鲜于乐洋表示，在朱灵慧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参加此次国际学术会议不仅检

验了专业学习和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开阔了学术视野。会议期间，她结识了各

地的研究学者，针对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热烈探讨，进一步了解了翻译史研究

的前沿焦点和方法。作为最年轻的参会人员，本次经历将极大地促进和激励其未

来学习和成长。今后，她将再接再厉，刻苦钻研，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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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2023 中国应用新闻传播论坛暨“应

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发布大会在中南大举行

(通讯员 陈思妤)12 月 16 日，2023 中国应用新闻传播论坛暨“应用新闻传

播十大创新案例”发布大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

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

与文化传播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网络舆情研究中心承办。

隆冬时节的中南大，文澴楼南附楼同声传译会议中心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

嘉宾。上午九时，论坛准时开始，开幕式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我院副院长余秀才教授主持。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连接、开放、共享：应用新闻传播新动向”。聚焦这一

主题，论坛探讨如何以开放促进共享，以共享加深连接，这既是全媒体时代媒介

深度融合对公共传播有何影响的技术之问，同时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蕴之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覃红教授，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向培凤，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张志安教授，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以下简称“新闻学院”)院长罗晓静教授、党

委书记黄俊雄，以及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科研院所、传媒机构的百余名专家、

教师、学生齐聚一堂，在学界和业界的交流对话中共同探讨当前应用新闻传播领

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发展机遇。

开幕式上，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覃红教授致辞，他期待本届论坛能够立足中

国新闻传播实践与变革，携手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应用新闻传播知识体系，为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科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向培凤指出，新闻工作者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

断创新理念、内容和形式，努力提升新闻传播的科技含量和技术魅力，在媒体创

新发展的实践中，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深化媒体融合发展，提升新闻传播的质

量和效果。

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

安教授认为，当前新闻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三大挑战：媒体融合走过十年，如何

在新十年找到保持专业性、权威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专业媒体等多元行动主体

构成的“新新闻生态系统”，如何释放出公共传播的更大价值；智能传播加速人

机协作时代到来，媒体人的情感力和创造力如何进一步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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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院院长罗晓静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学院在全媒体视野下新闻传播学

的教育实践，指出学院拥有新闻学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和网络与新媒体、广播

电视学两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两门省级一流课程，两个硕士学位授予点，三

本学术刊物，依托校级优势资源，形成经济新闻和法治新闻等特色方向。她希望

论坛能够给寒冷的冬日带来更多温暖，也相信在新闻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本

届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开幕式上，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第

六辑)》新书发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新华社《经济参考报》

舆论监督、《新民晚报》“老外讲故事”短视频、“四川观察”全链路服务平台、

《深圳晚报》文化创意综合服务体、九派新闻平台矩阵号运营、福建三明尤溪融

媒体中心、腾讯新闻精品资讯转型、搜狐号极昼工作室、《人物》公众号获“2023

中国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

16 日上午，论坛还进行了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媒体代表主题演讲，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学术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卢家银教授主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节目部副主任卢小波在《以古人之规矩 开

自己之生面——<典籍里的中国>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中解读

《典籍里的中国》，指出节目顺应时代需求，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命力。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编委、调查室主任王文志在《调查记者要“少

埋怨多努力”》中谈到要理直气壮做调查记者，做好新时代主流媒体舆论监督报

道。《新民晚报》副总编辑杜旻在《“他”视角、“漫”访谈、“聚”传播：新

民晚报打造国际传播 IP“老外讲故事”》中介绍《新民晚报海外版》连续 3 年

推出四季融媒体产品，在国际传播领域取得骄人的突破。四川广播电视台编委、

四川观察 CEO岳学渊在《融合 2.0：四川观察传播全链路模式建设》中分享四

川观察采取集约式建设，既形成了全媒体矩阵也打造了品牌 IP，目前全网超过

1.35 亿用户。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毛浩教授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应

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马锋教授对以上

媒体代表的演讲做了精彩点评。

16 日下午媒体代表演讲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

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新闻学院副院长余秀才教授主持。深圳报业集

团副总编辑、《深圳晚报》总编辑叶晓滨在《向新而立 创无止境——深圳晚报

打造文化创意综合服务体的探索与实践》中介绍《深圳晚报》经历了四个阶段的

创业型传媒转型史，最终成为中国广具影响力的创意型传媒、深圳最具活力的国

有文化创意综合服务机构。九派新闻总编辑刘灏在《回归内容原点：九派视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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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分享九派新闻结合自身做长视频的成功经验，在新闻现场到寻找热点人

物，让受众看见不一样的生活。福建三明尤溪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张敏在《勇立潮

头 奔跑在媒体融合最前沿》中讲述尤溪县融媒体中心从平台搭建、产业变革的

探索初试，到资源整合、拓展服务、建构范式的高质量发展的过程。随后，中国

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陶建杰教授

作出点评。

下半场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联络处负责人、中山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刘颂杰副教授主持。腾讯新闻副总编辑陆毅然在《回归初心——

腾讯新闻精品化改革》中提到腾讯新闻重建内容、质量与标准，全面开启新闻精

品化时代。搜狐号极昼工作室主编王晶晶在《在普通人身上看到时代的可能》中

强调重新关注不被看见的大多数，我们熟视无睹的日常等经典母题。《人物》主

编张寒在《碎片化时代，万字长文如何击中人心？》中分享《人物》杂志创作万

字长文的表达技巧与叙事手段。随后，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

会理事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教授对以上演讲做了精彩点评。

互动环节中，新闻学院吴玉兰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李理副教授等参会师生针

对在专业课程、新闻实务中遇到的困惑向媒体代表提问，媒体代表根据亲身经历

与实践经验逐一解答。

晚间，与会嘉宾前往南湖会堂观看“新闻的力量——第十九届‘影像中南’

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与会嘉宾对晚会的独特创意称赞不已。

17 日，论坛围绕主题“连接、开放、共享：应用新闻传播新动向”，展开

七场分论坛研讨活动。分论坛设有主题：“立格”法治与财经传播研究，中国应

用新闻传播创新研究，媒介技术与传媒变革研究，社会热点中的应用传播与话语

研究，应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探究，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与传媒变革研究，文化传

播的困境与路径研究。各分论坛由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知名学者与专家主持或点

评，我院吴玉兰教授、石永军教授、阎伟教授、张雯副教授、刘兰珍副教授、徐

锐副教授、喻平阶副教授、夏雨副教授、王继周副教授、秦琼副教授等也参与了

论坛主持或点评活动，新闻学院徐锐副教授，硕士研究生陈芷汀、郭梓璇、贾欣

瑜等在分论坛展示研究成果。

17 日下午 5时，2023 中国应用新闻传播论坛暨“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

例”发布大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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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南京大学朱海亮教授应邀到我院进行学术

交流

(通讯员 王婵婵)2023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00，南京大学朱海亮教授应邀

为我院师生开展题为“交叉学科课题申报经验交流”学术交流。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杨俊教授主持讲座，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部分师生参加交流

活动。杨俊老师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朱海亮教授的相关信息，并对其能够在百忙之

中莅临我院交流表示由衷的感谢。

交流期间，朱海亮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自己以往的求学、任教以及科学经

历。朱老师回忆到以往的艰苦的科研环境以及简陋的科研条件，并向大家表示在

科研的过程中不要抱怨环境的艰苦，要积极主动的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不要耽

误宝贵的科研时间，要主动去适应环境。随后朱老师以自己曾经的一位学生为例，

介绍说这位同学在疫情被封的情况下，仍然主动适应环境，积极去创造，发出多

篇影响因子很高的文章。同时朱老师向大家介绍了如何撰写论文以及如何发出高

质量论文。随后，朱海亮教授向我们介绍如何从自身学科延伸到其他学科，以及

如何进行学科交叉研究。朱老师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进行化学、药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相关

学科的交叉。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以及与其他老师相互合作的例子，介绍进行学

科交叉的好处以及如何进行学科交叉。朱海亮教授提到申请课题时表明，课题的

申请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失败次数远远大于成功此数，一定要坚持，不怕失败，

同时注意结合时事。

之后老师们相互交流了带领研究生的经验，朱老师表示需要要求学生积极发

出文章。朱老师表明学生潜力巨大，能够创造出相当不错的成绩。同时朱老师向

我们介绍师生相互相处的方法，介绍自己教育培养学生的初心以及自己带领学生

的经验。朱老师强调师生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交流沟通的重要性。

讲座最后，我院师生与朱海亮教授进行了积极的交流，朱海亮教授针对师生

们的疑问和困惑进行了细致的解答。交流结束之后，杨俊老师对朱海亮教授的精

彩分享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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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我院“国际商务案例开发技巧”主题讲座

顺利举行

为推动国际商务专业学位教育的持续发展，深入探讨国际商务教学案例的开

发，“国际商务案例开发技巧”主题讲座于 12 月 21 日在文澴楼 515 举办，此次

讲座由刘凯副教授主讲，田毕飞教授主持，工商管理学院经贸系国际商务导师组

全体教师及经济学院国际商务导师组部分教师参与。

着眼于提升教学质量和实践性，刘凯副教授向大家详细解析了三个案例开发

的核心问题，即为何开发教学案例，教学案例的内涵，以及如何开发教学案例。

刘凯副教授指出：教学案例包括商业型案例、教学型案例、研究型案例三类，由

案例正文与使用说明组成，其不仅是学术知识的载体，更为学生搭建了实践学习

的平台，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促进知识转化应用的有效途径。此外，刘凯副教

授以“东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与升级”为例，深入展示了案例分析

思路和“四性一度”优质案例的基本特征，并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也在未来

展望中提出了对案例价值发挥的独到见解。

曹亮教授也分享了对国际商务专业学生培养的心得体会。他指出，教学案例

不仅仅是简单的描述性材料，在编写的过程中更是蕴含了真实的商务环境、挑战

和决策等关键元素。案例学习的核心在于提供一个有机构建的学习平台，这让学

生们得以更深度地理解理论，并且通过案例的实例分析和讨论来深化、应用所学

知识。

此外，刘凯副教授和教研室的各位同仁就教学案例开发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

讨。与会教师们纷纷表示，在听完这场讲座后受益匪浅。教师们更加清晰地认识

到案例开发的关键步骤和设计需求，即案例的采编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持、完整的

结构，以及对学生启发性思考的引导，这不仅加深了其对案例教学的理解，也为

未来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教师们也积极期待能将所学知识有机地

融入到未来的教学实践中，创作出富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教学案例，从而提升教

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动力。此次讲座在教师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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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法治中国大讲堂”课程圆满结束

(通讯员 付玉)近日，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高级专家斯拉沃术尔·雷

多教授，国际反腐学院荣誉院长、原 IACA国际指导委员会主席马丁·克罗伊特

纳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澴楼 118 教室以国际化视角为国家治理学院社会治理

法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法与经济学院认知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展了两场

有关国际反腐研究的“法治中国大讲堂”讲座。

两场讲座均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凌

教授主持，国家治理学院孙逸啸讲师担任与谈人。斯拉沃米尔·雷多教授以《反

腐败、“兄弟情谊”和联合国法治方面的技术合作》为题，讲述了气候变化与国

际反腐败犯罪预防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还提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造成全球威胁

的问题上加强国与国之间技术合作的必要性。马丁·克罗伊特纳以《国际反腐败

态势》为题分析了全球反腐败发生的原因以及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腐败不

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犯罪学现象，更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学概念，许多国家、区域和

国际法律虽倡议建立了明确的反腐败法律框架，但腐败的基本机制往往还不清楚，

必须坚持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反腐败问题的研究。

周凌教授认为，雷多教授和马丁院长的演讲命题宏大、视野开阔。学生们通

过了解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预防犯罪反腐败斗争的经典案例，不仅储备了国

际预防犯罪工作方法及理论知识，还提升了运用“社会治理法学”专业知识与反

腐败问题的综合研判能力。

据悉，“法治中国大讲堂”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

心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教育部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创新团队创办，意在呈

学术精品、展大师风采，致力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高端法学学术交流平台和创新

人才培养课堂，至今已举办 40 场。

【财政税务学院】全球公共财政系列论坛：杜莉老师谈全球

最低税规则与中国企业所得税制调整问题

(通讯员 凌家辉 赖梦嘉)2023 年 12 月 22 日下午，全球公共财政系列论坛

在文泉楼北 603 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杜莉教授做

题为“全球最低税规则与中国企业所得税制调整问题探讨”的学术报告。讲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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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张克中教授主持，学院部分教师与研究生共同参与了本次学术

交流活动。

首先，杜莉老师对全球最低税规则的事实和概念进行了简要介绍。杜莉教授

表示，全球最低税规则(支柱二)的进展极快，截至到 2023 年 6 月 9 日，BEPS

包容性框架的 144 个成员中已有 139 个加入该声明。就其基本架构而言，主要包

括应税规则(STTR)、收入纳税规则(IIR)以及低税支付规则(UTPR)，这样的架

构使得国际税收规则的多边部分得到强化，升级了传统的反国际避税和反有害税

收实践规则。然而，该架构下如何确保各个国家的具体执行的确定性规则仍然缺

位，需要专家学者进一步推进完善。此外，杜莉老师还就辖区补足税的计算规则

进行了介绍，并表示在实质排除方面的税收空间极大，希望专家学者以及各大企

业能够及时关注，做到事先安排。

随后，杜莉老师通过对 A股上市企业受全球最低税规则影响的初步测算，认

为支柱二规则对各行各业影响甚广，海外业务尤甚。具体到我国企业，杜莉老师

对 GloBE 规则下中国“走出去”企业应纳补足税的可能分配进行了假设并得出

相应结论。若中国作为高税国，如果适用 GloBE 规则可补征低税实体所在辖区

的税款；如果不适用 GloBE 规则会导致可能征收的补足税流失到其他高税国。

若中国作为低税国；如果适用 GloBE规则但没有 QDMTT，可补征其他辖区的低

税实体产生的补足税，但中国实体少缴的税款会由其他高税国适用 UTPR补征；

如果不适用 GloBE规则也没有 QDMTT，公司集团所有成员实体(包括中国总部)

少缴的税款都会由其他高税国适用 UTPR 补征；符合初始国际化排除条件的企业

集团不需要缴纳 UTPR税款；如果有 QDMTT，则中国实体少缴的税款将优先由

中国补征。

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在座师生同杜莉老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学术

交流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最后，张克中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和点评，并再

次对杜莉老师的交流分享表示十分感谢。至此，本次学术论坛圆满结束，增强了

学院师生对我国企业正规化与财政能力的关注度，进一步浓厚了学院的学术氛围。

【刑事司法学院】我院成功举办第 293 期“文澜大讲堂”之

名家讲堂——侦查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面向

(通讯员 聂红艳)12 月 20 日 14 时 30 分，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会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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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的第 293 期“文澜大讲坛”之名家讲坛在本校南湖校区文

治楼二楼大会议室顺利进行。本次讲座以“侦查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面向”

为主题，特邀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惠华教授担任主讲

人，我院副院长董邦俊教授担任主持人，警事科学系博士生导师杨宗辉教授，法

庭科学系杨立云教授，警事科学系主任林慧青副教授，周鑫副教授、牟丽副教授、

张丽霞老师、赵祖斌老师出席，我院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讲座。

首先，主持人董邦俊教授对主讲人任惠华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的

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任惠华教授的任职经历与研究方向。

紧接着，任惠华教授从三个部分展开了此次讲座。在第一部分，任惠华教授

通过回顾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四次刑事犯罪高峰得出结论：刑事案件呈波浪式

的发展态势。同时，以典型案件为切入点，总结了侦查学对侦查实践的五点经验：

单一型侦查转向综合型侦查；被动型侦查转向主动型侦查；运动型侦查转向法治

型侦查；经验型侦查转向科学型侦查；政府型侦查转向社会型侦查。在第二部分，

任惠华教授谈及到当前犯罪的呈现以下五个特点：数量虽然有所下降的趋势但仍

然处于高位运行；犯罪形态全面转向；网络犯罪成为犯罪新业态；轻型犯罪时代

来临；传统犯罪依然活跃。任教授也指出在新时代侦查打击功能完成了向侦查治

理功能的转向，经验侦查学完成了向科学侦查学的转变。在第三部分，任惠华教

授针对未来犯罪治理对侦查学研究未来的发展给出六点对策：一是再塑侦查学的

相关概念；二是重构侦查学的基本理论；三是调整侦查学研究重心；四是融合侦

查学的发展模式；五是关注侦查学治理功能；六是强化侦查学的实践引领。

进入现场提问环节，同学们在听完任教授的分享后受益匪浅，并针对此次讲

座的内容向任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之处。23 级侦查学硕士张建桥同学向任教

授请教了“侦查治理”这一创新性的概念。此外，也有同学提出了大数据侦查这

一概念的出现是否会导致侦查程序前置、倾向于提高侦查的主动性的侦查治理与

数据侦查等概念是否会导致侦查权的过分扩张以及电信诈骗的行刑衔接等问题。

任教授对上述问题一一热情解答，现场讨论氛围浓厚。

最后，杨宗辉教授再次对任惠华教授的精彩讲授表示感谢，并对此次讲座进

行了简短总结：本次讲座立足历史、现实与未来，极具有启发性与建设性，为未

来犯罪治理与侦查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思路与与多角度分析。同时，杨教授针

对此次讲座发表了四点见解：一是可以详细论述侦查学引领未来的具体内容；二

是要把握侦查与侦查学两个概念；三是区分犯罪学、侦查学与治安学；四是厘清

界定“侦查治理”的概念。

本次讲座由浅入深、逻辑清晰、内容丰富，现场学术氛围浓厚，传播了前沿

的学术思想与优秀的学术成果，不仅启发了刑司学子对犯罪治理的思考，而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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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听众们对侦查学的历史与未来发展的认识，对现阶段侦查学研究乃至法治中

国建设的发展与完善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次文澜大讲堂在热烈的掌声圆满结

束。

【法与经济学院】【法经论坛】朱震教授：是谁在驱动谁？

关于自动驾驶学术期刊和报刊文章的对比分析

12 月 22 日，由法与经济学院与数字经济与法治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联合举办

的“法经论坛”第三十四期“是谁在驱动谁？关于自动驾驶学术期刊和报刊文

章的对比分析”在文澴楼 623 会议室顺利举行。本场讲座由英国肯特大学商学院

商业分析硕士项目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者”讲座教授朱震主讲，由

法与经济学院黄赛男副院长主持，法与经济学院李胡兴老师和张美扬老师以及我

校刑事司法学院与罗马第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万欢担任与谈嘉宾。

朱震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动驾驶技术对于传统交通业的影响：自动驾驶技术作

为一项颠覆性的创新技术必然会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影响与变革。基于科技进

步、生态环境与交通系统的压力、政府政策支持与基础建设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

与社会普遍的需求，自动驾驶技术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引发了学

术期刊与报刊文章的广泛讨论。本次讲座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大数据文本挖掘研究

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谁率先提出了更有效的建议与研究。

朱震教授强调借助大数据算法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过去，分析

成百上千的相关文献是完全不可能的，而现代科技和大数据算法的应用极大地提

升了文献收集和分析的效率。在大数据时代，文献数量将不再是一篇综述类文章

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更注重文献数据的质量与结果呈现。在数据收集方面，关

键是将表达相同含义的不同名词纳入范围，随后剔除缺乏实际意义的文献数据。

通过采用加权算法，可以提高文献所属主题的精确度，从而降低单一词频算法对

文献主题定位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目标是将文献有序地归纳到最贴切的主题板块

下。

朱震教授在详细介绍研究设计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首

先，早期学术期刊主要关注科技主题，而有关自动驾驶的社会问题则是在经过十

几年的研究后才逐渐在学术期刊上呈现。与此不同的是，在报刊文章中，社会问

题与科技问题早期便同步出现。其次，将文献数据分为四个层面，即汽车技术层

面、运输系统层面、城市系统层面和社会整体层面。发现大多数学术期刊研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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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汽车技术层面，而在更高层次的研究中文献数量相对较少。然而，报刊文章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聚焦于运输、城市、社会系统层面，对汽车技术层面的

讨论相对较少。通过对实证结果的解释，朱震教授指出在持续影响力方面，报刊

文章往往对某一话题的讨论持续很多年，相关的学术研究才会出现。然而，在引

发话题的能力方面，学术期刊具有预告性作用，某一话题往往是在学术研究首次

提出后才引发了广泛而持续的报刊文章讨论。最后，朱震教授利用实证数据呈现

了十一个自动驾驶技术相关的热点话题，在学术研究、工业发展、政策方面等多

个方面都值得大家深入研究与讨论。

在与谈环节，万欢博士、李胡兴老师、张美扬老师分别就实证设计中主题的

甄选、主题的准确度以及热点话题与学术研究间的关联与朱震教授展开讨论。

最后，黄赛男副院长对本次讲座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建议同学们应该学习朱

震教授进行实证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方法。特别是在数据处理方面，不能简单地罗

列数据，而是需要通过数据提炼出论点，注重对实证结果的解读与分析，从而支

持研究并解决现实问题。

本次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大学姜婷婷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开展

讲座

(通讯员 张越)2023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00，武汉大学姜婷婷教授应邀为

我院师生开展题为“人智交互研究前沿”的讲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工程学

院刘雅琦副教授主持讲座，信息工程学院的师生参加讲座。

讲座开始，刘雅琦副教授向与会人员简要介绍了姜婷婷教授的相关信息，并

对其能够在百忙之中为我院开展讲座表示由衷的感谢。

讲座期间，姜婷婷教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所在团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帮我

们更好地理解其研究方向，介绍了人智交互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AI”

的详细解释，概括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与 AI的关系。

姜婷婷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人智交互领域内人智协作、人智竞争、人智冲突、

人智共生四大方向上的研究进展，梳理了人智交互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体系，

探讨了人智交互领域未来的研究发展。

随后，姜婷婷教授团队向我院师生介绍了最近的研究内容，将理论用于实际，

将理论落地，分析虚拟教师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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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院师生与姜婷婷教授进行了积极的学术交流，姜婷婷教授针对师生

们的疑问和困惑进行了细致的解答。交流结束后刘雅琦副教授对姜婷婷教授的精

彩分享表示衷心感谢。

【法与经济学院】瞬间 2023：《保理示范法》学术研讨会举

行，中文译本首发

11 月 29 日，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法学会民法学

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保理法的一体化：《保理示范法》的世界意义与中国回应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这是 2023 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正

式通过后，第一次在中国开展的学术研讨会，《保理示范法》中译本也在研讨会

上正式发布。研讨会期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与我校签订谅解备忘录执行议定书，

并就深入合作交换意见。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秘书长伊格纳西奥•蒂拉多指出，《保理示范法》对世界

法学界和保理市场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次在中国知名大学开展《保理示范法》的

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意义非凡。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统一和协调

政府间的法律合作，是一个极具挑战和创新的工作，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和实践

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侯振发表示，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保理示范法》

正式通过后不久即来到中国进行宣传推介，授权中南大翻译中文译本，充分体现

了协会对中国经济前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对中国法学研究的重视和对中

南大法学学科的高度信任。希望与会嘉宾继续在中国法治建设与全球法治变革等

领域，加强交流、深化合作，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助

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杨灿明指出，本次研讨会是中南大首次

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合作的重磅学术活动，是学校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深入合作，

以智力支撑和法律保障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

最好注脚。《保理示范法》的颁布有望为各国保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与

借鉴，加速推动保理行业的规范化、法制化和国际化进程，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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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指出，通过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深入

交流与探讨，内外互通、彼此借鉴，中国的立法理念必将加速发展，世界保理市

场法的完善也必将体现更多中国智慧。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佳念表示，将全力支持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与中

国高校、学界、实务界的合作与交流，讲好法治理论的“中国故事”，推动世界

法治文明在交流中进步、在互鉴中升华。

研讨会精彩时刻

会议设置主旨发言和六个平行论坛，与会嘉宾分别围绕《保理示范法》的立

法背景与国际影响、比较法视野下的《保理示范法》、实务视角下的《保理示范

法》、《保理示范法》与中国法、法与经济视角下的保理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

流讨论。

主旨发言

研讨会主旨发言环节围绕“《保理示范法》的立法背景与国际影响”这一主

题展开。我校副校长徐涤宇教授主持研讨会。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秘书长、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 Ignacio Tirado教授详细

阐述了《保理示范法》对现有保理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协会的后续工作。他强调，

《保理示范法》的制定不仅推动了保理交易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还体现了法律与

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技术趋势同步发展的客观需求。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工作组负责人、美国埃隆大学 Henry Gabriel

教授以保理示范法工作组主席的视角，回顾了《保理示范法》制定过程中遇到的

争议与难题。Gabriel 教授强调，《保理示范法》的制定是一项既复杂又充满挑

战的任务，既需要团队协作、专业分工，也需要对国际贸易和法律环境有深刻理

解。他指出，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难题不仅检验着对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程

度，更突显了全球范围内共识建立的重要性。

作为《保理示范法》制定工作的全程参与者，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高级法律官

员 William Brydie-Watson 先生详细说明了示范法采纳的创新路径。William

Brydie-Watson先生强调，《保理示范法》结合了全球保理实践经验，吸纳了新

兴技术、国际标准和跨境贸易规则，为全球保理交易提供了更有适应性和可持续

性的法律基础，定能有力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济融合。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石静霞教授介绍了国际统

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及中国保理业发展。石静霞教授强调，《保理示范法》

为保理交易提供了全面的法律框架，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保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

方向，同时有助于我国保理立法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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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丁俊峰博士以保理合同纠纷案件为重要观察焦点，揭示了

保理交易中合同解释、履行和违约等问题的复杂性。丁俊峰博士主张通过审视保

理合同设计的关键要素，探究保理业务中降低纠纷风险的方式，从而推动供应链

金融的稳健发展。

我校黄美玲教授团队承担了《保理示范法》中文翻译工作，黄美玲教授向与

会嘉宾详细介绍了《保理示范法》的中文译本。她强调，团队在翻译过程中充分

考虑了国际规范的衔接和实践需求，致力于确保译本符合中国法律环境和商业实

践。黄美玲教授详细分析了《保理示范法》相较以往的国际规则所具有的适用性

和针对性优势。她希望《保理示范法》中文译本的发布，能够助力中国深化保理

法律改革，推动国际保理规则在中国的实施，为全球商业法律环境的统一贡献力

量。

平行论坛(一)

平行论坛(一)围绕“比较法视野下的《保理示范法》”这一主题展开，国际

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工作组负责人、美国埃隆大学 Henry Gabriel 教授与武

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共同主持该论坛，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

中国人民大学石静霞教授与我校法学院徐强胜教授担任与谈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高圣平教授从民法典中保理规则的特点出发，就保理纠

纷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工作组成员、

日本中央大学Megumi Hara教授从日本法的视角出发，审视了《保理示范法》的

体系规则。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工作组成员、英国剑桥大学 Louise

Gullifer教授详细比较了《保理示范法》与英国法的异同。上海财经大学李宇教

授以“《保理示范法》与中国保理法：共相与殊相”为题，详细分析了示范法与

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保理规则的异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法律官员、香港律政司高

级政府律师李恩溢先生对《保理示范法》与香港特区有关保理的法律规则做了比

较研究。

在与谈环节，石静霞教授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就《保理示范法》对我国法

律体系的适用和影响展开了探讨。徐强胜教授就《保理示范法》在国际比较法视

野下的地位和对中国法的启示进行了评析。

平行论坛(二)

平行论坛(二)“实务视角下的《保理示范法》”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秘书长

Ignacio Tirado教授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于飞教授共同主持，湖

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斌先生和天津楚昌

国际商业保理公司总经理文仲平先生担任与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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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前法律官员、德辅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卓旂先生以从业者的

视角，详细分析了《保理示范法》的相关规则。国际保理商联合会法律委员会委

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金赛波先生从实务的视角对《保理示范

法》的相关规则做了分析，并比较了其与中国保理实务的异同。上海国际仲裁委

员会副秘书长杨光女士围绕保理制度在仲裁实务中的法律问题作了报告。盈科律

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先生详细梳理了我国司法实

践中保理纠纷在审判上的疑难点，并就《保理示范法》的可供借鉴之处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银行交易银行部主任级

高级经理徐珺女士，以其作为中国保理行业的深度参与者的视角，分享了《保理

示范法》对于保理行业的积极影响。

在与谈环节，杨斌先生以律师身份肯定了各位学者对保理纠纷在实践中的解

决所做的贡献。文仲平先生针对商事保理领域的实践争议与各位学者展开了探讨。

平行论坛(三)

平行论坛(三)围绕“比较法视野下的《保理示范法》”这一主题展开。武汉

仲裁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罗平女士与我校法学院副院长李俊副教授共同主持了本

场论坛，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工作组成员、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

究院 Giuliano Castellano副教授与我校法与经济学院副院长黄赛男副教授担任与

谈人。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方新军教授就中国民法典中保理合同的定义、多重

保理的清偿顺序等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我校法学院张家勇教授就保理的分类、

应收账款上权利竞合规则的协调问题展开了讨论。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

Thiago Reis教授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当前巴西保理领域的发展趋势与挑战等热点

法律争议。

福州大学法学院潘运华副教授从体系的角度对我国民法典中多重保理的相

关规则做了教义学的分析。我校法学院张静副教授以“担保转让”等术语为例，

探讨了大陆法系视角下《保理示范法》中部分概念的界定问题。

在与谈环节，Giuliano Castellano 副教授结合其参与《保理示范法》制定工

作的经历，就示范法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黄赛男副教授

从法与经济交叉的视角，就保理业务中的相关实践问题以及《保理示范法》中的

部分特殊规则进行了探讨。

平行论坛(四)

平行论坛(四)“实务视角下的《保理示范法》”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高级法

律官员 William Brydie-Watson 先生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柏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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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盈科律师事务所意大利分所管理合伙人、重庆分所合伙人徐中亮先生

与香港康德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敏华女士担任与谈人。

深圳市律师协会保理委员会主任、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谨星

先生结合实际案例就保理实务中的主要争议点作了报告。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党

委书记、行政总监、金融资本市场法律事务部副部长李晏女士从裁判的视角出发，

就保理业务中的求偿权与反转让、追索权的法律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泰和泰(深

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天圻先生详细阐述了保理实务与创新中的疑难问题。国

际统一私法协会访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郭帅博士从金融法的角

度出发，结合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我国保理纠纷的处理议题进行了分析。

在与谈环节，徐中亮先生结合中国法律实务与国际合作的现状进行交流和讨

论。叶敏华女士围绕中国香港特区保理制度的特点以及面临的挑战做了总结性发

言。

平行论坛(五)

平行论坛(五)“《保理示范法》与中国法”由清华大学法学院申卫星教授与

我校研究生院院长胡弘弘教授共同主持，深圳市商业保理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主

任廖爱敏女士与度小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满链融(重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供

应链金融法律合规负责人侯小兵先生担任与谈人。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李阿侠法官从审判视角出发，对我国保理法律制度的完

善提供了立法论上的建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工作组成员、香港大学

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院 Giuliano Castellano副教授从金融稳定、市场诚信和获取

信贷政策之间的协调出发，对保理法的改革与规制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服务贸

易协会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韩家平先生盘点了我国商业保理行业的发展现

状，并对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予以展望。国际商会仲裁与替代性争议解决北亚地区

副主任张安然博士围绕国际商会的实践，就贸易融资相关工具的设计问题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

我校法学院讲师陈大创博士围绕票据保理业务，对《保理示范法》和中国法

的相关规则进行了比较分析。外交学院国际法系讲师何颖来博士就将有应收账款

保理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与谈环节，廖爱敏女士结合《保理示范法》

的具体规定，对我国保理业务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侯小兵先生从具体法

律实践的角度为我国保理制度的进一步推进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平行论坛(六)

平行论坛(六)“法与经济视角下的保理”由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姜战军教

授与我校法学院麻昌华教授共同主持，我校法学院吴京辉副教授与西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讲师李怡博士担任与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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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李鸣捷博士围绕《民法典》第 765 条的解释问题，

深入探讨了保理中基础合同协商变更或终止的限制机理与责任配置问题。我校法

学院讲师罗帅博士以未来应收账款保理产生转让效力的时间点为切入，探讨将来

应收账款保理的处分权问题。我校法与经济学院讲师李胡兴博士从国家监管的角

度出发，详细分析了保理业务的法律规制问题，并对保理业务的监管框架提出了

一些建设性意见。徐育知博士则从法系差异的角度出发，围绕《保理示范法》中

的“转让”等术语进行了深入解读，为保理法的研究和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顾晨阳女士针对将有应收账款的特定化问

题进行探究，结合《担保制度解释》第 53 条的理解与适用对应收帐款范围的界

定予以探讨。我校法与经济学院讲师 Gianmatteo Sabatino 博士从比较法的视角

探讨了反向保理制度，为相关领域法律规则的发展提供了意见。吉林大学法学院

的博士研究生袁晓燕女士围绕《民法典》第 763 条的规定，探讨了虚构应收账款

转让的规范构造与条文解释问题。

在与谈环节，我校法学院吴京辉副教授从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的合法性的角

度，系统阐述了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的法律地位。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李怡

博士结合自身的研究体会，阐述了保理制度学术发展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值得

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具体问题。

本次研讨会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颁布后召开的首场针对示范

法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保理示范法》与保理业务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深入交流、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为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后续制定“《保理示范法》

实施指南”等配套文件贡献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

【工商管理学院】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谢颖教授座谈会顺利

举办

2023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11:30，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谢颖教授访问我

院，谢颖教授曾任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 University)经济、金

融和法学院院长、现任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Cranfield University)教授。谢颖教

授与院领导、营销管理系电子商务教师举办座谈会。学院余小鹏书记、费显政副

院长、杜鹏主任和电子商务教研室所有教师参会，座谈会由费显政副院长主持。



126

会议开始，费显政副院长向谢颖教授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并向谢颖教授对学

院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从既往合作和未来深入合作方向发表了意见。谢颖教

授表示感谢学院的欢迎，并表达了对后续深入合作的期待。

余小鹏书记代表学院致辞，表达对谢颖教授的热烈欢迎。余书记表示，考虑

到谢颖教授担任过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经济、金融和法学院院长，谢颖教授

的办学经验正好符合我院经管法融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希望未来可以一起加

深合作交流。

随后，营销管理系副主任王田副教授向谢颖教授和院领导汇报了电子商务专

业的基本情况，从历史沿革、人才培养模式和不足之处三个方面展开。谢颖教授

随后进行了点评，针对提出的四项不足注意分解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杜鹏主任针对目前如何开展经管法融通提问，并提出市场营销和电子商务面

临市场冲击时如何给自己定位的问题。谢颖教授都一一进行的解答，并共同畅想

了未来可能的合作框架下的共同开展经管法融通的措施。

最后，费显政副院长进行了总结，并再次感谢了谢颖教授的到来。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2023 年海外名师课堂第五

季•第一、二课暨营销管理系学术系列讲座 2023 年第 128 期

成功举办

2023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2 时，由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举办的“营销管

理系海外名师授课系列”讲座活动在文泉北 5楼德鲁克会议室进行。本次讲座，

由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东的谢颖教授，针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师生

开展交流。谢颖教授给出了“AI in research - Unlocking insights and advancing

knowledge”的课堂教学，营销管理系王田副教授主持，陈瑞副教授、彭红副教

授、陈敬文博士、郑宇博士、郭麦菊博士等老师参加，营销管理系硕士生和博士

生参加。

谢颖教授针对 AI在管理学科的实践应用开始讲座，着重介绍了什么是 AI，

AI工具和技术在商业实践的应用，AI应用于管理研究是怎样的现状，未来的趋

势和挑战，以及一些案例分析。

谢颖教授指出，AI 技术包括了机器学习模型、增强学习模型、自然语言处

理过程、计算视觉、和智能机器人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的技术在供应链管理、

市场营销、金融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上应用广泛。



127

之后，王田副教授提问，如何理解数字孪生技术在可穿戴医疗设备上的应用，

如何理解 AI的道德伦理问题，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要处理的责任问题。谢颖教授

和大家针对这些问题开展了积极的探讨。随后有同学针对谢颖教授的案例分析的

具体情况提问，如何理解 AI处理的数据，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得到结论。谢

颖教授都给与了解释。

最后，王田副教授进行了总结，并再次感谢了谢颖教授。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2023 年海外名师课堂第五

季•第三、四课暨营销管理系学术系列讲座 2023 年第 129 期

成功举办

2023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 时，由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举办的“营销管

理系海外名师授课系列”讲座活动在文泉北 5楼 506 会议室进行。在昨天讲座的

基础上，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东的谢颖教授，针对研究生们，开展了定量研究方

法的讲座。营销管理系王田副教授主持，刘新燕副教授、姜璇副教授、余昇副教

授、蒋怡然博士，和全院的研究生们参加。

谢颖教授针对定量研究方法展开系统性介绍，分别从研究设计、方法分类、

数据收集和管理、以及应用案例四个方面开展讲解。在讲到定量研究方法的分类

上，谢颖教授从描述性研究、综述研究、关系性研究和实验研究四个方面详细剖

析了研究方法的使用和研究设计，得到了同学们的共鸣。

谢颖教授用自己的研究作为案例，从研究设计开始，到数据收集分析、管理

启示的挖掘等过程，详细介绍了研究方法的使用。

同学们对定量研究方法的介绍很感兴趣，多位同学提问，涉及如何选择研究

方法，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拓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如何找数据，如何开展

数据分析等问题，谢颖教授都一一进行了解答。

最后，王田副教授总结了讲座，并再次感谢了谢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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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世界银行专家在我院成功举办“全球经济复苏

与非正规经济形态”主题讲座

2023 年 12 月 21 日上午，我院邀请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世界银行公平增长、

金融与机构(EFI)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俞抒教授，举办了“COVID

后的全球经济复苏与非正规经济形态：挑战与政策”的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全球气候法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曾盈盈副教授主持，

来自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金融学院的多名师生以及“全球治理精英班”的

学生参与了讨论学习。

首先，俞抒教授对非正式经济体的定义界定和类型进行了说明，并从宏观经

济政策、财政等方面分析了非正式经济体受疫情影响更大的原因。随后，俞抒教

授阐述了非正式经济体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发展面临的挑战。最后，重点讲解了

如何从政策层面制定适用于非正式经济体发展的应对策略。

提问环节，俞抒教授与现场师生开展了积极的互动，结合中国的非正式经济

形态，如宝妈、地摊经济、B站 UP主等进行了生动有趣的分析。

同时，俞抒教授针对想要出国留学、参与国际组织实习和工作的同学，结合

自身的欧美工作经历分享了宝贵的经验与建议。最后，曾盈盈副教授对本次讲座

进行了总结，并再次感谢俞抒教授的精彩分享。

俞抒教授简介

俞抒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现任世界银行公平增长、

金融与机构(EFI)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荷

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硕士以及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博士，罗

切斯特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进入世界银行

工作前，俞抒博士曾并先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开展研究

工作。俞抒博士论文多次被 Public Choice，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等期刊收录发表。同时，还担任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和World Development等各类学术期刊的审稿人。此外，俞抒博士还为世

界银行撰写各种分析报告和国别项目报告，其近期撰写的关于津巴布韦非正规部

门的工作报告已被列入该国 Country Economic Memorandum(《国家经济备忘

录》)。此外，俞抒博士在 2022 年担任世界银行有史以来最全面的非正规经济跨

国数据库主要负责人，该数据库获得了世界银行公平增长、金融与机构副行长

(EFIVP VPU)奖，并得到了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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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聚一堂，共商英才培养 齐众心，共创“旅”

界辉煌——2023 年武汉市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年会暨武

汉旅游教育研讨会圆满落幕

为深入分析新时代文旅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战，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

高质量人才，1月 6日，武汉市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年会暨武汉旅游教育研讨

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圆满召开。本次会议由武汉市旅游协会旅游教育

分会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旅游研究院联合承办，中国旅游研

究院武汉分院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旅游管理系共同协办。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大学等

20 多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武汉市旅游协会旅游商品分会、武汉市旅游

协会老年旅游及康养分会等多家协会会员单位的代表。此外，参与本次会议的还

有来自 10 余家旅游企业的 60 多名代表，大家齐聚一堂，共同为新时代文旅人才

培养献计献策。本次会议开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张大鹏副

教授主持。

会议伊始，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小朋书记致辞。余小朋书记代表学院向

本次参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各界对学校和学院发展的支持。余小朋书记

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对文化和旅游工作高度重视，本次年会的主题正是

对这一时代热点和社会需求的及时响应。

随后，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处长江杰发表重要讲话。江杰处长指

出，随着文化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需求日益旺盛。

当前行业人才培养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度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

价值。

紧接着，武汉市旅游协会会长姜宝红在开幕式中致辞。在致辞之中，姜宝红

会长再次对各位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表示欢迎，感谢与会嘉宾对旅游协会高度关

注与鼎力支持。姜宝红会长表示本次年会将为武汉市旅游人才的培养与发展提供

丰富的智慧和强大的动力，将进一步推动武汉市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旅游系主任李会琴教授、中国旅游研究院武

汉分院副院长冯娟副教授主持主旨报告环节。来自各个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分别

发表精彩演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研究院院长助理桂橙林老师、华中师范大

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冯娟副教授、武汉轻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猛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旅游系主任李会琴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系主任张祥副教

授、武汉轻工大学旅游系主任罗伟副教授依次进行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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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后，在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冯玮教授的主持下，与会嘉宾就旅游教

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会议最后，武汉市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院长胡静，武

汉市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谢双

玉作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之中，两位专家都表示了对未来的期许和信心，展现

了她们对旅游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迎接未来无限风光，憧憬前路何其坦荡。相信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武汉旅

游教育分会将继续蓬勃发展，不断为文旅人才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为

我国旅游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旅游教育事业也将迎来美好的春天！

【刑事司法学院】我院教师参加“首届电子数据司法应用与

前沿理论研讨会”

2024 年 1 月 7 日，首届电子数据司法应用与前沿理论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

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电子证据实

验室、《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共同主办。我院院长胡向阳教授，刘建华副教授、

童晓雪老师和吴风老师一行四人应邀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以“电子数据证明作用的科学审视、电子数据司法应用的现状观

察”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法律学术界、教育界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位优秀专家

学者。围绕着“电子数据证明作用的科学审视”“电子数据司法应用的现状观

察”“电子数据取证技术与方法的前沿探索”“电子数据审查与质证的理论探

讨”“电子数据司法应用的实务研讨”这五个专题展开深入的研讨交流，30 多

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发言。

在主旨发言环节，胡向阳教授以“视频图像鉴定意见质证思考”为题，结合

他作为专家证人质证的经验，指出视频图像鉴定中存在的几点问题：第一，鉴定

人针对案例中出现的对物像和人像中的特征描述很粗略，分析中存在根据案情、

案件现场、天气等来推测特征的情况，特征标示不指向具体特征细节等问题，认

为视频图像中的物像鉴定应该遵循对物的鉴定标准。第二，同一认定的鉴定结果

必须使用“同一”的准确表述。鉴定书中的比较与分析部分的不应使用“相

符”“相似”“疑似”这样的词语，这种表述不符合司法鉴定文书制作规范，也

不符合视频图像鉴定标准，也有违同一认定的基本原理。第三，对于倾向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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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能否作为证据的讨论，过去普遍态度都是否定的，其虽有一定的证据价值或

作为参考的意义，但直接将其作为证据使用依然是不可靠的。

在专题研讨上，刘建华副教授作为“电子数据司法应用的实务研讨”专题的

主持人，介绍了该专题的主要内容，包括电子数据的法律、取证流程与技术、隐

私和保护，以及法庭上如何呈现电子证据等，探讨了电子数据在司法实务中的应

用问题，促进了相关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对电子数据司法应用与前沿理论有了更深入地

了解，同时也为今后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思

路。

【文澜学院】文澜学术系列讲座 第 255 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 黄炜 副教授：“健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2024 年 1 月 8 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黄炜做客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在文寰楼 709 会议室围绕开展了一场以“健康保险中

的道德风险”为主题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文澜学院主办，副院长高楠主持，

文澜学院诸多老师和学生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他先后任职于美国经济研究局

(NBER)、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和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黄炜的

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领域。黄炜老师于

2016 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论文发表于 Nature，Th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以及《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

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和《世界经济文汇》

等国际国内顶尖学术期刊上。黄炜老师同时担任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主编，ChinaEconomic Review 和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副主编，同时担任 AER, QJE, JPE以及《经济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匿名审

稿人。

在讲座开始，首先梳理了道德风险模型的定义以及演进过程，帮助在座师生

更好了解道德风险模型的含义与发展。黄老师将道德风险模型延申到个人健康以

及医疗服务的利用之中，将使用医疗服务的时间成本、未来价值、主观感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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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以及收入效应分别纳入道德风险模型，向老师以及同学介绍

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并指出来自中国的经验和数据对健康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指导价值。结合中国的现实，也将为我们将要做的研究提供新的见解。

最后，在讲座结束之时，同学们对黄老师的研究与如何更好的进行经济学研

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黄老师耐心且热情地解答了同学问题。本场讲座内容精彩，

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让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对道德风险模型在健康

经济学方面的应用有了更深次的理解。

【外国语学院】我校与莫斯科国立大学举行线上交流合作会

议

(通讯员 袁园)为深化和扩大与俄罗斯高校合作交流，夯实学校国际交流的

重要着力点，我校于 1月 16 日下午与莫斯科国立大学首次在“云端”相聚，探

讨双方开展合作交流事宜。莫斯科国立大学副校长马泽伊、副校长助理博奇科夫、

法律系主任戈利琴科夫参会，我校副校长邹进文、法学院院长陈柏峰、外国语学

院院长蔡圣勤和副院长袁奇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国际交流部副部长袁园主持，俄

语系(筹)教师周梦菡翻译。

邹进文向俄方代表介绍了学校对俄交流概况，并就两校未来合作发展进行阐

述。他表示，莫斯科国立大学作为欧洲顶尖、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是学校贯彻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国际化建设的重要对象。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更加成熟坚韧，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双方在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美好的前景。

马泽伊介绍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概况，对双方的合作表示欢迎，期待双方能

够建立和深化合作。会上，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概况、办学特点、优势学科

以及国际交流项目开展情况，并就下一步师生交流、学术合作、两校互访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人员均表示，两校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双方在教育教学、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多元化合作。

国家统计局、湖北省统计局一行来我校调研指导工作

(通讯员 肖磊)为积极发挥高校社会服务职能、高质量助力政府统计工作，1

月 25 日上午，国家统计局贸经司二级巡视员刘金钟一行来我校调研，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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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贸经司副司长俞炳彬、张敏线上参会，湖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统计师吴晓

秦陪同。国家统计局贸经司消费监测处、市场处，湖北省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处，

深圳市统计局贸经处等相关司局处室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中南财经政法大党委常

委、副校长覃红，学校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院、统计与数学学院相关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覃红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就学校建校历史、学科建设情

况、人才培养特色、智库建设优势等做了专门介绍，并代表学校向国家统计局、

湖北省统计局、深圳市统计局长期以来对学校的工作支持表示感谢。

近两年来，在国家统计局和广东省统计局支持下，深圳市统计局、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深圳银联商务合作成立“支付数据应用研究课题组”，统计与数学学

院党委委员、统计系主任肖磊代表课题组，重点从银联商务零售商户底册、零售

情况分析、零售样本筛选分析、零售分区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关于全国支付数据

应用的思考和建议五个方面汇报了项目研究情况。俞炳彬、刘金钟在座谈中充分

肯定了课题组前期研究工作，认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结论符合国家政府

统计的基本要求，为第三方支付数据在消费统计中的应用提供了有益经验，对贸

经统计改革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案例。

后续，学院将在学校及相关部门支持指导下，结合本次调研反馈意见，以服

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为导向，以做好本次项目研究工作为基础，力争打造

全国支付数据应用研究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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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论坛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余秀才教授携研究生参加 2023 年

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

(通讯员 周珊屹 郭奇 张文旭)11 月 26 日，2023 年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

在武汉大学举行，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余秀才教授携研究生周珊屹、郭奇、

张文旭参会。

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年

度学术盛宴，面对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本次年会主题为“数字·数据·数智，

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开幕式上，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沈壮海教授、中国

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韦路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强月新教授分别致辞，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谢湖伟教授担任主持人。致辞结束后，会议进行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专

业委员会新一届理事会成立仪式，仪式后，杜骏飞(南京大学)、钟智锦(中山大

学)、张洪忠(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安(重庆大学)四位嘉宾进行了会议主旨演讲。

26 日下午，年会进入分论坛研讨环节，年会共收到 170 余篇投稿，经过评

审委员会盲审评议，最终遴选出其中 42 篇，分别在“数智化进程中的内容生产

变革”“数智化进程中的组织方式变革”“数智化进程中的价值场景驱

动”“数智化进程中的行动者与个体化”“数智化进程中的传播方法论”五个

分论坛进行汇报。余秀才教授作为“分论坛三：数智化进程中的价值场景驱动”

的嘉宾，对入选稿件进行现场评议。余秀才教授对四篇论文的优点给予了肯定，

例如跨学科的视角、切入的独特方向、饱满的内容结构等，同时也对几篇论文中

存在的问题给出了改进提升的建议，例如优化变量测量方法、增加文献阅读、调

整文章结构，等等。最后，余秀才教授表达了“研究的情感转向”的必要性，并

且对四位作者提供论文供大家交流表示了感谢。

此外，在“分论坛一：数智化进程中的内容生产变革”上，余秀才教授带领

硕士研究生汇报其研究成果《主流媒体短视频新闻中的共情框架与情感组装——

以人民日报抖音号 81 起自然灾害事件报道为例》，该论文从情感框架与情感组

装入手，探究主流媒体报道的情感转向相关问题，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

义，与本次论坛主题高度契合，受到了评议专家的一致认可。

26 日下午，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三楼报告厅举行闭幕仪式，2023 年

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圆满落幕。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洪杰文教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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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闭幕式，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王斌教授进行总结发言，

展望新闻传播学未来发展，诚邀学术界和产业界同仁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再思

新媒介技术的演化进程和网络传播新议题，贡献价值多元的观点，共同迎接未来

的机遇与挑战。

【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项典典出席 2023 全国高校高

质量管理研究论坛暨管理研究方法教学研讨会

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方针下，推动全国高校高质量管理研究，

2023 年 12 月 1 日-3 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

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 2023 年全国高校高质量管理研究论坛暨管理

研究方法教学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南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国家级学者

张玉利教授，东南大学管理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

事长杜运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国家重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财政部全国高端会计人才

(学术类)陈德球，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国家级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

学科评议组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教指委委员王永贵，南开大学

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副教授李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教

研室副主任项典典作为嘉宾出席本次论坛。

项典典博士在本次论坛上作“元分析(meta-analysis)在高水平管理系研究中

的应用”，他从元分析在 FT50 及 CSSCI期刊发表的历史沿革、研究对象、发表

趋势、研究价值以及元分析的开展等多个方面展开报告。

在当前迫切需要高质量管理研究的时代背景下，培育管理研究方法的使命感，

与中国管理学者共同推进顶天立地的中国管理研究，这不仅是研究人员的核心定

位，更是服务于我国经济管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任务和重要责任。

项典典，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硕士研究生导师，教

研室副主任，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理事、服务营销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美

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营销、服务营销等，研究成果发表

在国内外期刊如《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以及《心

理学报》《外国经济与管理》等。



136

【工商管理学院】费显政副院长一行参加 2023 年 AACSB AoL

研讨会及亚太地区年会

202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AACSB AoL(学习保障体系，Assurance of

Learning)研讨会及亚太地区年会在日本大阪举行，来自亚太地区近 100 所高校的

商学院院长以及三百余名代表出席，共同探讨商学院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

的方向。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费显政教授、经济贸易系闫文收副教授和人力资源

管理系汤一鹏副教授参与此次会议。AACSB AoL研讨会及亚太地区年会不仅是

一个深入研讨的平台，更是业内专家、学者、机构代表共同分享思想、经验和智

慧的盛会。

11 月 27 日至 28 日的 AoL 研讨会由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副院长 Venkat Yanamandram教授主持，我院代表参与了学习讨论。

Yanamandram教授首先强调 AoL在商学院质量保障和提升中的核心价值，指出

AoL不仅是 AACSB认证的重要一环，更是推动商学院持续改进的关键机制。通

过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和反馈，商学院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身的教学效果，有

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提升。

来自世界各地商学院的代表分享了在 AoL 实践中的经验。不同文化和背景

下的学校展示了各自独特的创新方法，包括如何建立有效的评估体系、利用技术

手段提高数据收集的效率等。这些案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机会，也

启发了我们更有创意地应对自身挑战。参会者们一致认为，通过收集、分析和利

用数据，商学院可以更科学地进行决策，提高教学质量。专题研讨中，深入讨论

了如何最有效地运用数据，以及如何将数据驱动的文化融入商学院的日常管理中。

学生是商学院教学的直接受益者，也是 AoL的重要参与者。研讨会中，有关如

何有效地获取学生反馈、引导学生参与 AoL过程的话题备受关注。此外，部分

商学院还分享了他们成功的学生参与案例，强调学生参与是推动教学改进的关键

因素。

11月 29日至12月1日召开的AACSB亚太地区年会中，各校聚焦于AACSB

认证的重要性及其对商学院的价值。会议提出AACSB认证的不仅仅是一种荣誉，

更是对商学院持续改进和提升质量的推动力。参会者广泛讨论并分享了实施

AACSB标准的经验和挑战，探讨了如何通过认证进程不断提高商学院的教学质

量、研究水平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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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年会中，与会专家和同行们还探讨了当前商学院所关注的主题。在全球

商业环境的动荡变化中，商学院的使命与愿景备受关注。来自各校的代表就商学

院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面对未来挑战、引领变革、服务社会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

论。许多院校分享了自身的成功经验，强调跨学科合作、国际化视野、社会责任

感和创新教学方法对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积极作用。

参会者深入解析了 AACSB认证的标准和程序，并分享了通过认证取得的实

质性成果。各院校也通过案例分析和经验分享，探讨了在认证过程中的挑战和收

获。在全球化的今天，商学院间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变得尤为重要。来自各个高校

的代表纷纷分享了通过与国际一流商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学术研究、教学创

新以及学生交流的成功经验。

最后，AACSB东亚区负责人徐国栋先生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部分参会高校

进行更加聚焦的深入探讨。参会者们一致认为，商学院需要建立起持续改进的文

化，让国际认证的工作不是停留在认证的层面，应该融入学院的日常运作中，并

倡议各校汲取这次会议的收获，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创新，推动商学

院教育质量的提升。

此次 AACSB AoL 研讨会及亚太地区年会为各高校提供了共同探讨商学院

未来发展方向的良好平台。通过深度研讨、案例分享和经验交流，我院深刻领略

到商学院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新使命和新机遇。我院目前正在进行 AACAB

国际认证第二轮的持续改进与整改工作，预计 2024 年 2 月正式提交第二次进展

报告。我院将以本次 AACSB AoL研讨会及亚太地区年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学

院 AoL体系化建设工作，提升我院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学科国际化水平，

力争早日通过 AACSB国际认证！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我院吴玉兰教授、袁满博士参加

2023 清华财经新闻论坛

(通讯员 袁满)智媒时代财经媒体如何创新转型？中国财经媒体如何顺势而

为，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讲好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故事而努力？12 月 1

日，在 2023 年清华财经新闻论坛上，围绕“智媒时代的财经新闻与经济传播”

这一主题，来自国内外众多知名高校的学者专家，以及国内财经媒体的领军人物

齐聚清华大学，共同探讨了智媒时代财经新闻与经济传播的理论基础、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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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来发展。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

院主办，我院新闻系吴玉兰教授、袁满老师受邀参加论坛。

上午，在论坛的主题演讲环节，《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南方财经全媒体

集团、每日经济新闻、财新传媒等国内一线财经媒体分享了自身在 AI时代的探

索与坚守。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强调，即使在 AI时代，更大的挑战依然是如

何坚守专业主义，不断提升公信力仍然是中国财经媒体共同追求的目标。每日经

济新闻董事长、总编辑刘学东(闻达)从媒体舆论监督、人才流失和新闻业新业态

发展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当前财经新闻优质原创内容逐渐减少的深层原因。他强

调，媒体坚守新闻的本质，做好原创内容始终是新闻人的第一要义。

在论坛的”国际分享“环节，来自金融时报(FT)、美联社(AP)等国际媒体

的从业者分享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前景与挑战。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数据新

闻视觉总编 Pam Tobey 分析了 AI 在视觉呈现方面的尝试和局限性，认为 AI 确

实可以更加高效地生成图表，但与专业的数据设计师相比缺乏足够的判断力与洞

察力。清华大学访问教授、美国记者俱乐部前主席 Rick Dunham指出，媒体可能

出于某种目的运用 AI技术生成虚构的人物和内容，这种行为不仅会影响大众的

判断，也可能对媒体自身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

下午，与会人员赴彭博新闻社北京分社进行交流研讨。彭博新闻社大中华区

总编 John Liu和 Lee Miller教授从信息分析、技术迭代等多个方面介绍了彭博新

闻社在智能工具运用与数据处理运用上的前沿经验。

在“主题发言”环节，围绕中国财经媒体的转型突围、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应用新闻学教育转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等主题，中央财经大学财经新闻研究所

所长谭云明、北京工商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院长王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

院长林晖、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财经方向项目主任章平进行了经验分享。

会后，针对本次论坛及研讨学习内容，吴玉兰教授与袁满老师进行了总结，

认为 AI时代财经媒体的创新转型是必然趋势，我院也应积极探索培养能适应未

来财经媒体业态融合发展的新闻人才的新路径，在经济新闻专业课程的内容设置

上着力引导学生关注最新的行业与技术动态，更要强调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应坚守

初心，让学生明确 AI时代财经媒体“内容为王”这一始终不变的内核，努力培

养学生做原创内容的基本功，尤其要在观察、分析问题的准确度、客观度和深度

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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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我院吴玉兰教授携研究生陈芷汀受

邀参加第十届全国经济新闻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通讯员 陈芷汀)11 月 25 日上午，由北京工商大学承办的第十届全国经济

新闻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第八届大学生经济新闻作品大赛在北京紫玉御骊酒店

召开，我院学生作品《保障性租赁住房：融入城市的“缓冲带”》(陈芷汀、乐

浩然、周易、程雅颂)、《按摩椅进高铁站：5年超 2.5 万张，场地方旱涝保收》

(史钰晗)在 260 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三等奖。我院在投稿的 33 所高校单位

中荣获优秀组织奖。吴玉兰教授携获奖学生代表——2022 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陈芷汀参加颁奖典礼和发展研讨会。

第八届大学生经济新闻作品大赛共收到全国 33 所学校的 260 件作品，其中

新闻报道类作品 246 件，新闻评论类作品 14 件。经过大赛组委会(评委会)初评、

复评和定评，最终选出新闻报道类特别奖 1件，一等奖 4件、二等奖 9件、三等

奖 14 件，新闻评论类等 30 件作品。我院学生作品《保障性租赁住房：融入城市

的“缓冲带”》(陈芷汀、乐浩然、周易、程雅颂)、《按摩椅进高铁站：5年超

2.5 万张，场地方旱涝保收》(史钰晗)脱颖而出，荣获新闻报道类三等奖。吴玉

兰教授与陈芷汀同学分别作为最佳组织奖与优秀作品三等奖获奖者上台领奖。

吴玉兰教授作为优秀组织奖代表上台发言。她提到，我们每一位从事经济新

闻教学与研究的老师都任重道远，三尺讲台有广阔的施展空间，并呼吁业界学界

老师学生共同努力，在融媒发展的背景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故事，打造中国

特色经济新闻，发言获得了与会师生的好评与赞赏。

上午的主旨演讲部分由语言与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罗昶副教授主持。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杭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赵云泽、北京日

报客户端编辑部主任王然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部长吴敏苏教授分别

以《经济传播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及其突破路径》

《媒体融合转型探索》和《国际传播中的叙事逻辑与策略》展开主旨演讲，分别

从学界、业界及国际视角对经济新闻与经济传播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

吴玉兰教授在分论坛一《新时代中国经济报道理念和方式创新对研究成果》

发表了《基于扎根理论的财经媒体采写实习生突破专业壁垒的影响因素研究》论

文。该研究以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通过对财经媒体实习生及记者的个人深度访

谈，进行范畴提炼，建构财经媒体采写实习生突破专业壁垒的影响因素模型，发

现个人知识和能力结构、自我意识、平台支持、师生互动、个人实践 5个主范畴

对实习生影响显著，实习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媒体平台的全面支持、师生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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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等能够对实习生的发展提供重要助力。该研究对经济新闻实践教学的有益探

索并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论坛主持人范敏副教授从论文的研究选题以及扎根理

论研究法的运用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该分论坛上，吴玉兰教授对北京工商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付

亚男的论文《协同与中介：经济新闻的建设性历年体现和实践探索》进行点评，

指出其研究选题有意义、实践思考得当，并从理论框架、案例选取、研究方法三

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我院学生获奖作品《保障性租赁住房：融入城市的“缓冲带”》为我院研究

生精品课堂《经济新闻报道》(由吴玉兰教授和袁满讲师共同教授)的学生期末实

践作业。作品的新闻选题、策划、采写制作环节及呈现方式均由学生在完成一学

期的课程学习后自行选择完成，旨在通过实践助推理论学习，让学生通过新闻实

践将知识转换为能力。在新闻实践过程中，学生遇到阻碍及时与授课教师进行沟

通交流，师生共建打造新闻作品。另一获奖作品《按摩椅进高铁站：5年超 2.5

万张，场地方旱涝保收》为我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史钰晗在修完《经济新闻

报道课》程后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在实习中完成的作品。此次比赛中我院共有五名

学生获奖并获最佳组织奖，体现我院国家级一流专业新闻学在经济新闻特色方向

建设中取得的成绩。

第十届全国经济新闻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第八届大学生经济新闻作品大赛

颁奖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故事”这一主题，探讨了新时代中

国经济报道理念和方式创新，中国与世界——国际经济报道的视野与话语，面向

经济媒体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与一流专业建设等分议题，以推动高校经济新闻教

育与媒体实践之间的融合与对接。国内顶尖经济媒体的精英及著名高等院校的知

名学者共聚一堂，共促经济新闻与经济传播的进一步发展。

【哲学院】我院社会学系师生参加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23 年会

(通讯员 国锦仪)2023 年 12月 8日至 10日，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办，

河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23 年会暨“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

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新乡举办。本次会议主要包括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员大会及理事会换届选举、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

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讨会、第五届社工青年学者论坛、第五届



141

青年学子论坛以及其他系列分论坛。我院社会学系李薇副教授和 2023 级社会工

作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国锦仪参会。

李薇副教授代表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应邀参加中国社会工作

教育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会议进行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审议通过了《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社

会工作教育协会章程>修改草案》，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单位、监事会

成员，完成了第七届理事会负责人换届等工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会员单位，

当选第七届理事单位。

我院 2022 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赵临风、2023 级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白云、

国锦仪、鲍星悦四名同学组成的团队，在哲学院社会学系陈薇副教授指导下，凭

借论文《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禁毒社会工作机制优化分析》成功入选研讨会，由

国锦仪同学在会上发言。该团队以禁毒社会工作为抓手，就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

新形势、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就社会工作如何助力社

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等问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讨论。

本次论坛的顺利召开，为广大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及学子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平

台，对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法学院】陈柏峰院长参加 2023 年“习近平法治思想高端

论坛”

12月10日，习近平法治思想高端论坛(2023年)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为“习

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研究”。本次论坛由习近平法治思想高校协同

研究机制、浙江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

究中心、教育部重大专项“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项目组联合主办。

本次论坛开幕式由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重大专项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

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张文显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徐青森讲话。中国法学

会副会长、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其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

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先海致辞。

张文显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总结了中外法治理论成果和法治实践经验，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原创性、标识性意义的新概念、新范畴，为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奠定了科学化、现代化的概念体系框架。习近平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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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可以分为三类或是三个来源：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文

本中包括的一系列原创性概念；二是法学界、理论界从习近平法治思想文本中提

炼、推导出来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三是对古今中外法典和法学文献中体现规

律性认识的概念、范畴、判断，经过中国化转化、时代化发展、学术化淬炼形成

的蕴含中国法理和现代法治精神的科学概念。

徐青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项

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内涵丰富、科学

系统的思想体系。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进行全方位、深层

次的研究，是重要的时代课题。希望各位学者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一是应深化研

究阐释，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二是应聚焦重大问题，服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实践；三是应坚持铸魂育人，培育新时代高素质法治人才。

王其江表示，在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研究，深入挖掘基础理论、提炼核心要义、总结思维方法，

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体系；应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体系化研究，

充分呈现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融贯性；应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对具有主体性、标识性、时代性的概念、观点、理论

作出深刻阐释。

林尚立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愿与兄弟单位一起，以本次论坛为契机，立时代

之潮头，发思想之先锋，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一是充

分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的重要理论引领力；二是

充分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强大实践指导力；三

是充分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赋予中国法治文明新内涵的深刻历史穿透力；四是充

分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中国法治智慧推动世界法治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贡献

力。

黄先海表示，高校具有学科综合、人才密集的优势，理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

学习贯彻和研究阐释中走在前列、作出表率。浙江大学高度重视习近平法治思想

研究，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教育融入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全过程，加快法治人才培

养。学校深入推进依法治校，组织力量编纂浙江大学制度集典，努力提升学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浙江大学将一如既往与兄弟单位共同努力，为推

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贯彻和研究阐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次论坛主旨演讲由张文显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

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吉林大学哲学基础

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孙正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姜伟

作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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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作为著名经济学者，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经

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法治篇和经济篇，习近平法治思

想研究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有共同点，研究要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有根有据

是学术和学理上的要求；合情合理，就是要合国情、合道理。有根有据、合情合

理，就是要真正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本意、本源、本质来展开

研究。

孙正聿的主旨演讲围绕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及其意义展开。孙正聿重点从

“共时态”“历时态”“概念定义”“概念规定”“概念内涵”“实践意义”

等方面阐释了如何理解“概念”及其“原创性”；并从概念的“主体性”“范式

性”“引领性”等方面阐释了如何把握“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还从“经

验”“学理”“文明”“自我”“思维”等方面阐释了如何提炼“原创性、标识

性概念”，并强调了理论洞察力、理论概括力、理论想象力、理论思辨力、理论

思想力的重要性。

姜伟的主旨演讲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法治建设方针”展开。

姜伟认为，转换话语体系是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标志性概念的基本方式，需要将

政治话语、工作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规范阐释范式是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标识

性概念的科学方法，应强化政治性引领、学理性阐释、实践性导向和学术性表达；

法治建设方针具有特定内涵、有明确指向，并已受社会各界认可，应是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统领性概念。

本次论坛主旨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轶主持。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浙江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林发表题为《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法治概念体系及其基本特征》的主旨报告；江苏省人大理论研究会会长、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公丕祥发表题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

法治经济概念》的主旨报告；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王利明

发表题为《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平等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主旨报告；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发表题为

《预防性刑事立法》的主旨报告；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

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院长付子堂发表题为《“全球人权治理”

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原创性范畴》的主旨报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郇庆治发表题为《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十个核心概念》的主旨报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忠梅发表题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概念：

生态共同体》的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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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专题报告分别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院长周江洪主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封丽霞，华东

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主编胡玉鸿，华中科技大

学法学院院长汪习根，吉林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蔡立东，中国政法大学校

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马怀德，北京大学法治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外法学》

主编王锡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黄文艺，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杜焕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翟国强，同济大学法学

院院长蒋惠岭，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科学》主编杨建军，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海

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柏峰，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

究院院长汪世荣，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胡铭，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辉，吉

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晓林分别作专题报告。各位专家从多个方面对习近平法治

思想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论坛闭幕式由王锡锌主持，黄文艺作学术总结。

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学专家、理论工作者、高校师生参加了本届论坛。

【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管理系教师受邀参加 2023 中国高等

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教学年会

2023 年 12 月 8 日-10 日，2023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教学年会暨营销

学科发展论坛在广东深圳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营销人才培

养与学科建设”，由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主办，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承办，

Credamo见数、清华大学出版社协办，来自 166 所高校的 300 多名市场营销专业

负责人及骨干教师与会，一起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营销人才培养与营销学

科建设相关议题，分享教学经验，共同推动全国市场营销专业建设。

我校资深营销教授、国家教学名师万后芬教授率队，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费

显政教授、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主任孙洪庆副教授、营销硕士导师组组长王新刚

副教授受邀参加了本次大会。万后芬教授在学科专业发展和专业负责人联系会议

上发表了《围绕学科建设的需要搞好教学研究》的演讲，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营

销学科的发展历程为例，系统介绍了营销学科发展过程中教学研究的重要性，获

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汪涛教授和常务副会长彭

泗清教授专门为万后芬教授献上鲜花，对万后芬教授多年以来对学会和营销学科

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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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费显政教授受邀主持了教学案例与教学方法分论坛的上半场，孙洪庆

副教授受邀做了《基于行动学习的新媒体营销教学模式和实践案例》的报告，王

新刚副教授做了《“修身”“养研”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的报告，在本

次大会上展示了我校营销学科的辉煌历史和传承创新，以及在新媒体营销等新兴

特色领域的建设成果，提升了我校营销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力。

这次盛会不仅为营销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学科的蓬勃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为未来的学术交流和共同成长带来了更加美好的前景。

【工商管理学院】我校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MIB)导师组

赴北京、上海高校调研

2023 年 12 月 14 日-19 日，在全国MIB 教指委委员、工商管理学院曹亮教

授的带领下，工商管理学院MIB导师组组长田毕飞教授，经济贸易系主任吴英

娜副教授，MIB导师组副组长席艳乐副教授，经济学院MIB导师组李小克副教

授和张亮老师赴北京、上海高校就国际商务硕士点办学情况进行调研和交流。本

次调研旨在考察兄弟院校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的建设情况，以共同促进全

国MIB项目的未来发展。

调研期间，与会双方就MIB学位点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展开了友好交流和热

烈讨论，双方紧紧围绕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学费标准、学位点建

设经费使用情况、专职导师现状、双导师制落实情况、学位论文管理举措、学生

竞赛情况、学位点合作办学现状、学位点未来建设思路与重点等进行了充分交流，

并就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点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具体调研内容

如下：

12 月 14 日上午，团队赴中国人民大学调研，与商学院院长易靖韬教授、商

学院MIB教指委员谷克鉴教授、杜佳霖助理教授、MPAcc项目中心执行主任柳

晓妮老师、MPAcc项目中心主管哈巍老师进行了交流。易靖韬院长介绍了学院

MIB 项目专业设置、办学特色、师资结构、学生规模、对外合作交流等情况，

以及学院通过引进优质师资、借助同行专家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全方位推动

MIB项目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谷克鉴教授作为学院MIB项目首任主任介绍了商

学院MIB建设的历史背景与基本情况，分享了学院MIB项目积极探索商科教育

规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科教育项目的办学实践。曹亮教授、田毕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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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导师分配、论文管理、学生竞赛情况等方面提出了具体问题，并与各位老师

进行了深入交流。

12 月 14 日下午，团队赴中央财经大学调研，与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

晓涛教授、副院长段玉婉副教授、国际贸易系系主任钟腾龙副教授、国际商务系

党支部书记蒙双副教授、符大海副教授、周世民副教授及研究生工作办公室金旻

老师进行了交流。张晓涛院长全面介绍了学院的整体情况和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

位点建设基本情况，段玉婉副院长就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的培养具体环节、论文写

作范式和论文的过程管理进行相应的补充。同时，曹亮教授介绍了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的历史和发展现状。田毕飞教授就国际商务专硕培养方案、

学费标准、学位点建设经费使用、校内外导师、学位论文、学科竞赛及留学生专

硕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问题。

12 月 15 日上午，调研团队赴对外经贸大学调研，与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

院长蓝庆新教授、石磊助理教授、刘婉琳助理教授进行了交流。蓝庆新教授介绍

了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MIB项目的招生规模与基本情况，石磊及

刘婉琳助理教授补充了MIB项目培养的培养方案及学科竞赛等。此外，双方就

MIB项目的学费、校外导师落实情况、国际交流项目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12 月 15 日下午，团队赴北京外国语大学调研，与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宋泽宁

教授、研究生及科研办公室主任杨纪成、国际商务系主任陈茵副教授、国际商务

硕士项目主管连增副教授进行了交流。连增副教授对北京外国语大学MIB 项目

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宋泽宁副院长及杨纪成主任强调了北京外国语大学MIB

项目拥有大数据训练营、英语魔鬼训练营、中外学生同堂、全英文教学等一系列

特色。与会老师针对北京外国语大学MIB项目的办学特色进行了详细讨论，并

且对校外导师、学位论文、学科竞赛及留学生专硕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12 月 18 日上午，团队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调研，与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代

中强教授、MIB教育中心主任汪波进行了亲切交流，就MIB学位点的办学历史

与人才培养、招生情况、毕业去向、科研成果及转化、企业导师情况等进行了详

细的交流和探讨。

12 月 18 日下午，团队赴上海财经大学调研，与商学院副院长丁浩员教授、

MIB 中心执行主任吴云珍、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系主任朱林可副教授、邓建鹏

助理教授等进行了亲切交流，就MIB学位点的发展历程、培养方案、项目师资、

实践基地、学制学费等进行了详细的交流和探讨。

12 月 19 日上午，团队赴上海大学调研，团队与全国MIB 教指委委员聂永

有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康兵教授、MIB 学位点负责人赵金龙教授、史青副

教授等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会老师就MIB学位点的办学历史和成长过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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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况、师资力量、课程建设情况、毕业论文以及历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等进行

了详细的交流和探讨。

在调研期间，12 月 16 日，曹亮教授还赴中央财经大学参加 2023 年国际商

务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核验表决工作会议，针对部分近年来新设立MIB 学位点

的院校进行合格评估。

此次调研交流活动不仅增进了我校与北京上海各兄弟院校之间的了解，也为

我校MIB项目的特色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期待我校MIB能够

与全国院校加强合作交流、交流互鉴、优势互补、共学互促，共同探索MIB 项

目工作的新思路与新办法，共同推动全国MIB 项目的发展，为培养更多优秀的

国际商务人才做作出更大的贡献。

【金融学院】胡宏兵副院长出席 2023 年保险专业学位高质

量发展论坛暨培养单位工作大会

2023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2023 年全国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委员工作会议和 2023 年保险专业学位培养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培养单位工作大

会于上海财经大学召开。全国保险专硕教指委委员、我校金融学院副院长胡宏兵

教授参加工作会议，并受邀在发展论坛上就研究生教学案例撰写进行交流。本次

论坛由全国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承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支持。论坛以“加强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建设，推进保险专业学位高

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各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单位之间的交流”为主要目标，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突出体现。本

次会议邀请 50 余家单位的近百位保险专硕负责人、老师以及相关领导参加。

12 月 15 日下午，胡宏兵教授参加 2023 年保险专硕教指委委员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了 2023 年保险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核验工作并进行了评议表决，讨论

了2023年全国保险专业学位案例入库征集评审办法与2023年全国保险硕士专业

学位论文征集评审办法，审议了教指委 2023 年工作总结和 2024 年工作计划以及

教指委 2022 至 2023 年财务收支情况报告。

在保险专业案例分享环节，我院胡宏兵教授以“研究生教学案例写作交流”

为题，从案例的选题和设计、案例正文写作和案例使用说明三个方面分享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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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技巧。胡宏兵教授以新颖的分析角度、清晰的演示逻辑、详实的信息资料，

展示了我院保险学科在有关领域的特色与实力，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本次报告不

仅树立了我院学科建设的良好形象，也为未来与相关单位和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奠

定了基础。

会议举行了入库案例证书颁发仪式。学院胡宏兵教授团队的《武汉金凰珠宝

“假黄金”案：敲响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警钟》入选全国保险专业学位案例中心

案例库。

【工商管理学院】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师生受邀参加第三

届亚洲青年地理学家研讨会

(通讯员 徐瑞 付博文 陈雨佳)12 月 16 至 17 日，第三届亚洲青年地理学家

研讨会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亚洲地理学会青年地理学家工作组、中国地理学会青

年工作委员会及国际数字地球学会青年创新网络联合主办，国际地理联合会支持。

本次研讨会围绕 20 个相关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共有 286 位学者在会上作了口头

报告，来自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人次在线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于北京时间 16 日上午 11 点正式召开，开幕式由亚洲地理学会青

年地理学家工作组主席、南京师范大学陈旻教授主持。亚洲地理学会副主席、越

南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Lai Vinh Cam教授，国际地理联合会秘书长、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大学 Barbaros Gönençgil教授，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秘书处刘珍博士应邀出

席开幕式并作为相关机构代表先后致辞。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赵鹏军

教授，国际地貌学家协会主席 Sunil Kumar De教授，国家杰青、浙江大学杨小平

教授，以及巴基斯坦地理协会主席 Atta Ur RAHMAN教授分别做主旨报告。

我院崔许锋副教授受邀担任“Geospatial sciences for land management”论坛

联合主席，与 Selim Bayraktar 教授、Basanta Paudel博士、李飞教授等联合主持

论坛。论坛历时一天半，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土耳其、波兰、捷克等

多个国家的近 40 位学者做了相关报告。其中，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生白

文娜作了《Optimizing Land Use Patterns in Shrinking Cities by Integrating Low

Carbon Goals》论文报告，硕士生金美芬和张静作了《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 on ecosystem services》论文报告，并与各位专家就主题进

行交流讨论，获得了与会专家的充分认可和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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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本次会议促进了亚洲地区学者就

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交流与分享，

推动了青年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参与国际论坛为研究生提供了一个与来自各

国学者交流讨论的机会，拓展了学术视野，提升了专业能力。

【工商管理学院】我院文豪教授出席第六届中国资产评估学

术论坛暨《资产评估研究》2023 年研讨会

2023 年 12 月 24 日上午，由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和《资产评估研究》编辑部主办，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承办的“第六届中国资

产评估学术论坛暨《资产评估研究》2023 年研讨会”在辽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笃行楼会议厅举办。

教指委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李小荣教授，教指委委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豪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王景升教授，《金融研究》编辑部负

责人唐滔先生，普华永道中国合伙人陈少瑜先生、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刘

行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资产评估业界的专家、学者和研究

生共 80 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刘行教授和教指委秘

书长李小荣教授分别为论坛致辞。

学术论坛设主题报告、论文报告及点评两个环节，主题报告由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副院长张晓东教授主持。《金融研究》编辑部负责人唐滔作题为《助力

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资产定价问题》主题报告。唐滔从数字税税基评估的角度，

引出通过数据交易实现数据要素价值显性化的数据资产定价思路；阐述了数据资

产与改善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缓解地方政府财政紧平衡的联系；提出了在可

用不可见原则下政府向市场开放政务数据使用产生现金流、进而对数据资产定价

的建议。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刘行教授作题为《中英文顶刊的写作与投稿

浅见》的主题报告。刘行教授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从“重要”“系统”“独

特”“学术价值”和“及时”五个维度浅析了中英文顶刊的差异化情况。他强调，

科研人员应根据中英文顶刊在这五个维度上的特点与优势，合理选择论文话题与

目标期刊。

论文报告与点评分别由教指委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文豪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王景升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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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张志红教授、重庆理工大学谢非教授、天津商业大学

陈洋洋与吴啸尘、中央财经大学陶治、内蒙古财经大学郑小菁、广西科技大学杨

雨晓、云南民族大学李寿怡、内蒙古财经大学黄静先后作论文报告；重庆理工大

学刘新教授、江西财经大学余炳文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牛晓燕副教授、东北财经

大学潘玉坤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赵振洋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孙文章副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彭章助理教授、天津财经大学金宇助理教授分别对汇报论文进行了

点评。

本届论坛邀请到了全国多所高校和资产评估业界的专家、学者，为学界和实

务界搭建了交流平台，扩大资产评估学科的影响力，助推资产评估行业和学科建

设的高质量发展。

【工商管理学院】我院文豪教授出席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指委第十一届培养单位工作会议

2023 年 12 月 23 日，由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

简称“教指委”)主办，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资产评估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培养单位工作会议”在辽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隆重召开。我院副院长兼 MBA 教育中心副主任、企业价值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文豪

教授作为教指委委员出席会议。

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教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陆庆平

副会长，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齐鹰飞教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考试培

训部周振国主任，教指委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李小荣教授，

以及教指委各位委员出席了此次会议。教指委秘书处、全国各资产评估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单位相关负责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代表等 11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东

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刘行教授主持开幕式。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齐鹰飞教授代表承办方致辞。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陆庆

平代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致辞。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教

授代表资产评估教指委致辞。

教指委秘书长李小荣教授作秘书处2023年工作总结并提出2024年工作计划。

李小荣教授总结 2023 年教指委秘书处在教育部、财政部的指导和培养单位的支

持下，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他表示 2024 年秘书处的工作将在推进常规化工作

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在线示范课程建设；发挥教材“铸魂育人”的功能；总结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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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核验工作，督导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学位点建设；组建学术、案例委员会，强化

理论研究与案例建设；学术指导品牌赛事、敦促产教融合；加强专硕教育规划,

分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举行了《第十一届资产评估教学案例大赛》颁奖仪式。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的王来峰副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邓旷旷副教授分别展示了其所在团队

撰写的获奖教学案例。

12 月 23 日下午，工作会议进入“分组交流讨论”环节。分组讨论分别由教

指委委员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投资经济研究所所长王佳教授、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文豪教授，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系主任葛锐教授，

复旦大学资产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杨青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和培养单位代表分别就

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在线示范课程建设、课程教学经验，资产评估专业硕士教材建

设，资产评估学科现代化建设，资产评估理论前沿与业界最新动态等资产评估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关问题做了充分探讨。讨论组组长王佳教授、文豪教授、葛

锐教授和杨青教授分别总结并汇报了讨论组的情况。与会代表就专硕招生、师资

队伍建设与师资培训、教材建设、教学研讨、产教融合培养、理论研究、学科归

属等资产评估专硕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本次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深化改革精神，全面推

进了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相关工作，促进了各培养单位之间的交流，

为提高我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持。

【法学院】【教科】我院樊启荣教授一行参加中国法学会保

险法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

2023 年 12 月 30 日，由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主办，武汉大学法学院、

武汉大学大健康法制研究中心承办，广东瀛真律师事务所、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

协办的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在武汉美丽的东湖之滨召开。会

议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保险法：回应、互动与创新”为主题，来自政法机关、全

国各大高校、律师事务所等百余名司法实务者和理论研究者参会。我院经济法系

樊启荣教授、汪君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任雨凡、王虞薇、郭梦圆、丁芳园、高小

雯、胡雅心、张余瑛、龙漪翰、胡梓翼，以及部分硕士研究生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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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式上，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沈壮海教授，湖北省法学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先后致辞。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

大学法学院尹田教授作研究会年度工作报告并传达相关会议精神。

本次年会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保险法治完善”“保险合同法律制度

的完善与创新”“保险理赔问题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保险制度构建中的

风险治理问题”四个分会场。我院汪君副教授担任“保险制度构建中的风险治理

问题”分会场与谈人。博士研究生王虞薇在“保险合同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分会场，作“再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现代趋向及其启示”主题报告。博士研究生

郭梦圆在“保险理赔问题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分会场，作“我国保险法应增

订消费者保护原则”主题报告。

闭幕式环节，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陈欣教授宣读优秀论文名单，我院樊启荣教授为获奖者颁发证书。我院王虞薇同

学获优秀奖。

樊启荣教授对本次年会做总结发言。樊启荣教授指出，本届年会的突出特点

为“三高”：一是年会主题立意高。主题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呼应，深入

探讨的问题都是国之大者，省之要事。二是年会学术研讨效率高。时间虽短，涵

盖主题却广，内容丰富。三是办会规格高，足见承办方的诚意与精细。

会议最后，2024 年年会承办单位代表吉林大学法学院徐卫东教授致辞，中

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尹田会长宣布闭幕。至此，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圆满落幕。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参加首届涉外仲裁人才培养暨《仲裁法》

修改研讨会

(通讯员 周诗琪 陈璇)1 月 5 日至 6日首届涉外仲裁人才培养暨《仲裁法》

修改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本次会议由黑龙江省司法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和黑龙

江大学主办，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和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承办。司法部和教育部相关

司局领导参会。我校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简基松，副主任王广波应邀参加。本

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黑龙江大学等 23 所

高校，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上海仲裁委员会、武汉仲裁委员会等 36 家仲裁机

构、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学者代表 13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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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主题为“国际仲裁法治人才创新协同培养”，旨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司法部、教育部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涉外法治建设工作部署，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探索完善以实

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努力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

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与会专家围绕议题“协同培养模式的

守正与创新”“实践导向培养机制的进阶之路”“仲裁法律制度的变革与突

破”，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目标、培养模式、具体落实措施、实践经验总

结等不同维度进行发言交流，为涉外仲裁法治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启示。会上，简

基松以《国际仲裁人才培养的五个维度》为题作主旨发言，阐释我校法律硕士(国

际仲裁)方向人才培养的特色方案，分享了我校校企协同育人的经验。

通过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深入学习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法治中国建设

规划(2020—2025 年)》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关于做好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任务

要求，创新涉外法治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健全涉外仲裁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仲

裁法律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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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

武汉大学召开学科建设大会：深入推进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杨光亚 吕思思)1 月 10 日，学校在图书馆报告厅召开学科建设大

会。校党委书记黄泰岩、校长张平文院士等全体在校校领导，两院院士、人文社

科资深教授代表等出席会议。大会由副校长宋保亮院士主持。

大会主题为“创新机制、深化融合，争创一流、挺进前列，深入推进学科建

设高质量发展”。会议以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的

师生代表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全面总结学校 2023 年“学科建设年”的成效经

验，分析研判学科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研讨部署下一阶段学科建设工作的目标和

任务，为学校学科建设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谋划新蓝图。

张平文作主题报告。他指出，学科建设是大学的立校之本、发展之基，新时

期武汉大学学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五到十年的不懈努力，推动学校进入世界

一流大学行列。围绕这一目标，全校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队伍建设为核

心、以国家战略为指引、以体制机制为动力，努力开创学科发展的新局面，着力

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前列学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中坚学科，为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武大贡献。张平文

谈到，在刚刚过去的“学科建设年”里，学校在推动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促进

学科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深化，拔尖创新

人才和国家急需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升级；新时期人才强校战略深入推进，具有武

大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教师队伍发展体系逐步构建；有组织科研体系建设系统推

进，学校科研创新的能级量级实现新的跃升；学科专业布局优化调整，学科治理

体系更加完善，学科建设的活力进一步释放。

张平文强调，学校全体师生员工要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

明确一流大学肩负的使命责任，正确认识当前学校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他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形成共识，以更加开放、

积极的姿态在学校改革的大框架下探索不同学院、学科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二是

要结合学科特点和发展态势，找准方向，明确目标；三是要不断创新举措、优化

保障，围绕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各环节，

破除制约学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系统性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会上，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沈壮海宣读了《关于表彰武汉大学学科建设先进单

位的决定》，哲学学院、文学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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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水利水电学院、电子信息学院、测绘学院与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申报)、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和口腔医学院

等 12 家单位荣获“武汉大学学科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在学科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发言环节中，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学

院学科建设的亮点工作，交流了学科建设的经验体会。测绘学院院长姚宜斌教授

从学科方向定位、学科队伍汇聚、学科平台拓展三个角度，介绍了测绘学科坚持

与时代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同频共振，不断实现传统优势学科再创新的发展路径。

副校长龚威解读了《新时代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学科

建设十条”)，从“思想聚力、布局优化、品质育人、人才群峰、硬核实力、卓

越贡献、国际影响、治理增效、保障升级、生态涵育”十个方面阐述了学校下一

阶段学科建设的着力点；围绕丰富交流渠道、优化政策牵引、完善交叉人才培养

机制、试点先试先行等，介绍了学校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重点举措。他强调，学

科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加强学科建设，既要“顶天”，做好全局性、系统性

的制度改革和工作部署，也要“立地”，以多部门的协作和师生员工的共同推动，

抓好细化落实。

学术委员会理学部主任朱玉贤院士、信息科学学部主任龚健雅院士、人文科

学学部主任吴根友教授、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李纲教授、工学部薛龙建教授、医学

部副主任章晓联教授分别进行交流发言。他们从高水平科研平台助力交叉学科发

展、以空天信息为核心推动信息学科整体发展、打造武大人文学研究的特色与亮

点、数智驱动的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以材料学和力学为脉络整合优势建设武大

“新工科”、建设一流医学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体系等角度，介绍了学部学科集

群发展的初步思路。

黄泰岩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本次大会秉承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考量，梳

理总结了“学科建设年”的工作成绩，在不同层面谋划了未来的学科发展，很有

必要、很有意义。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

为根本指引，遵循规律，从党和国家赋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学校学

科发展的历史方位、学校在全球高等教育版图中的现实地位三个维度，准确把握

学科发展的“武大之位”。要勇担使命，从聚焦国家战略、高站位谋划学科布局，

立足优势特色、高标准构建学科体系，坚持内涵建设、高质量推进学科发展三个

方面，奋力推进学科发展的“武大之为”。

黄泰岩指出，要把此次学科建设大会作为新的起点，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

更强措施推进学科建设。他希望全校各单位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担当作

为、扎实推进，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展现武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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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科建设委员会委员，学校、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各学院书记、

院长、分管学科建设副院长，实体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职能部门及直属单位主

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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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时讯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的主旨演讲：

携手推动数字教育应用、共享与创新

携手推动数字教育

应用、共享与创新

——在 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的主旨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

(2024 年 1 月 30 日)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齐聚上海，共襄数字教育发展盛举。中国领导人

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习近平主席指出，教育数字化是开辟教育发展新赛

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

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李强总理强调，

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丁薛祥副总理提出，要强化数字创新应用，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这为中国发展

数字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

刚才，陈吉宁书记、蔡达峰副委员长莅临大会并发表致辞，对教育数字化支

撑教育现代化，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寄予厚望。我们举办

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就是要聚焦“应用、共享、创新”这一主题，广泛汇

聚智慧，有效凝聚共识，共商共建共享，携手打造数字教育新引擎，为支撑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新动能。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一年前，我们相聚中国，在北京共同开启了世界数字教育合作交流、联动发

展的序幕。一年来，全球数字教育发展共识更加凝聚。无论是我同各国教育部长

的会面交流，还是参加国际组织相关活动，都能深刻感受到数字教育已成为全球

热点“话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30 年教育高级别指导委员会会议上，中

国关于以数字化为杠杆、撬动全球教育变革的倡议得到广泛认同。一年来，各国

推进数字教育行动更加有力。许多国家将数字化作为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发布

相关规划、倡议和行动，谋划建设国家级数字教育平台，注重法治规范、数据治

理和网络安全。一年来，世界教育数字转型的探索更加活跃。围绕教师精准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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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个性化学习，各国积极联通基础设施，发展数字教材，创新组织形态，

提升数字素养，探索数字学分及学位互认，数字变革正交织成教育改革最动听的

合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北京大会上，我们提出数字教育是公平包容、更有质量、适合人人、绿色

发展、开放合作的教育，得到各方积极反馈和认可。一年来，中国秉承联结为先、

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理念，与世界各国共同探索、同向同行，着力深

化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取得诸多阶段性成果。

一是广泛汇聚海量资源，优质课程供给能力显著提升。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阶段，涵盖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优质资

源供给不断增加。去年 10 月，我到中国西北地区的宁夏大学，在学校“未来教

室”听了一节“农业微生物学”课，师生们在智慧教室系统里高频互动，学生的

知识难点、实验疑点和在动手当中发现的新问题，很快被精准解答，课堂获得感

大大增强。仅这门课的在线浏览量就超过 480 多万。目前，中小学平台的资源总

量增加到 8.8 万条，职业教育平台在线精品课超过 1万门，高等教育平台上线优

质慕课超过 2.7 万门，持续引领世界教育教学数字资源建设。

二是持续推进大规模应用，优质数字资源覆盖面显著提升。着眼缩小区域差

距，实施“慕课西部行计划 2.0”，提供 19.8 万门慕课及定制化课程，服务西

部高校学生 5.4 亿人次。立足推进乡村振兴，2023 年启动首期数字支教创新试

验，为 1.4 万名乡村中小学生，送去科普、艺术类等课程 2500 多节。如今，位

于中国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志愿者，可以通过平台与几千里之外的云南省寻甸县

小学生，共同体验传统文化、感知科技前沿、交流内心世界。数字教育正让更多

优质资源突破时空、联通城乡、跨越山海，以教育公平增进社会正义。

三是不断推进数据整合共享，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积极拓展服务领域，

优化用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平台提供招生考试、学历学位、出国留学等 30

余项服务，累计办理量超过 8000 万。平台积极服务大学生就业创业。最近两年，

高校每年向社会输送优秀毕业生超过千万，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动力，也

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活力之源。一年来发布各类岗位 1755 万个，近三分之一高校

毕业生通过平台圆了就业梦、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平台开展的教师研修活动，

累计参与人次超过 4000 万，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好帮手、好平台。广西壮族自

治区崇左市的师范学院附属三小，依托平台上京津沪名师资源，开展集体备课、

网络教研，许多教师由此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特色的教研制度焕发出新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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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积极扩大合作交流，中国数字教育对世界的贡献力显著提升。通过举办

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会议、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数字变革重塑全民终身

学习”国际研讨会，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层次水平不断提

升，沟通交流对话不断提速。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教育信息化奖，决定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这既是国际社会

对中国数字教育的高度认可，更是全球数字教育国际合作的新机遇、新平台。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知识创新加速推进，从知识发

现到商业化应用、发明的转移加速迭代，给教育带来全新挑战和机遇，每个国家

都在思考教育是否迎来新拐点，“教育向何处去”成为世界关注的时代命题。数

字教育公平、包容、开放、共享等优势，为解答教育如何更好服务现代化、更好

成就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路径，打开了希望之门。

这扇希望之门，通往化育天下的千年梦想。从两千多年前中国孔子提出“有

教无类”的主张，希腊苏格拉底提出“文艺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的教育愿景，

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高扬“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享受公平而高质量

教育的梦想，穿越古今、中外共鸣。数字教育能够突破时空的边界，让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条件的人平等地获取教育资源、享有充分学习的

机会；能够发挥技术的独特优势，让教育教学从大规模标准化转向个性化、智能

化，让每一名学生拥有适合自己的教育方案，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这扇希望之门，通往终身学习的无限可能。中国古语讲，“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展现了人类不断追求更高境界和崭新目标的进取精神。数字时代知识

创新加快，需要社会成员每一个人掌握学习新品质、工作新技能、交往新素养。

数字教育将推动教育理念、方法和模式的系统性变革，重塑学校教学形态，打造

永远在线的网上课堂和智能化、泛在化的未来学校，建设“人人皆学、时时能学、

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赋能学习者更好应对未来挑战、更好包容社会发展。

这扇希望之门，通往数字文明的星辰大海。当前，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

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

全过程，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数字文明日益成为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数字教育，能够培养适应和引领数字时代的现代化

人才，能够推进跨圈层、跨国界、跨文化学习交流，促进民心相通，让人类文明

朝着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方向不断前进。

这扇希望之门，通往命运与共的美好世界。教育是全球的共同利益，是全人

类的共同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期望。发展数字教育，将有利于促进各类优质

教育资源在全球间流动汇聚，让教育的数字变革惠及所有学习者、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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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消除国家间的壁垒，弥合不平等的鸿沟，把世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奋力

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图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希望之门已经开启，而文明进步更需各国携手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拥有丰富的科技与应用场景，

海量的教育数据资源和终身学习的强大需求，为教育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和

学习型社会构建开辟了广阔空间。现在，中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即将进入

第 3 年，我们将从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走向集成化、智能

化、国际化的“3I”，突出应用服务导向，扩大优质资源共享，推动教育变革创

新，将中国数字教育打造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

实践平台，为世界数字教育发展与变革提供有效选择。

第一，更大规模开展应用示范，放大服务倍增效能。应用是检验数字教育成

效的试金石，师生和社会的好评是衡量数字教育的最高标准。我们将纵深推进数

字教育试点，选择若干应用急需、条件具备的省、市、县和中西部地区推进国家

平台全域全员全过程应用，不断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推动试点转示范。引导课

堂教学深化应用，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将平台资源和服务嵌入到教育教学之中，用

数字教育资源丰富拓展学生的第二课堂，支持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让优质数

字资源的“金子”发光。支撑终身学习拓展应用，办好终身学习、老年学习平台，

上线并不断充实“社会学堂”资源，多种形式帮助社会学习者更新所需知识、提

升技术技能，让数字教育覆盖人的一生，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数字

型社会。创新政策机制促进应用，坚持“用得好是真本事、离不开是硬道理”，

通过教师专题培训、典型案例选树、考核激励、评价改革等措施，将平台使用变

成师生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和学习方法。当然，数字教育的未知远大于已

知，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探索，更多的思考需要实践。

第二，更高质量开发汇聚资源，建强国家平台。中国有句古语，“乘众人之

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汇聚集成是我们过去取得成功的

重要经验，也是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的理念，不断汲取海内外优质资源的“源头

活水”。我们将着力扩大资源供给，采取师生自由创造、学校自主建设、政府广

泛征集等多种方式，重点增加 STEM教育、数字科技、美育和劳动教育等课程

资源，继续把分散的珍珠串成更有价值的项链，服务师生，扩大平台资源总供给。

着力丰富资源形态，大力开发数字教材，广泛集纳教辅、教案、课件、教学设计、

虚拟仿真实验资源，汇聚部署智能作业、互动课堂、线上教研、辅助阅卷、教育

评价等数字教育工具和平台。着力创新资源评价，运用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聚集

的海量动态数据，对平台资源规模、结构、内容及使用效果等进行分析分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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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件资源、教学内容等颁发国家数字教育平台收藏证书，推进资源开发、入库、

更新、出库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我们将持续建强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构建横

向拓展、纵向贯通的平台体系，打造成汇聚全国乃至全球智慧的最佳平台。

第三，更智能化发展数字技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智能化是教育变革的重

要引擎，为推动科学教育与文化教育有机结合，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无限可

能。我们将实施人工智能赋能行动，促进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AI for education)、

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社会(AI for Society)的深度融合，为学习型社会、智

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发展提供有效的行动支撑。我们将积极推动以智助学，开发智

能学伴、实施智能辅导，不断提升学生的科学和人文素养，让每个学生成为最好

的自己。以智助教，研发智能助教，支撑教师备授课，实现减负增效，让教师有

更多精力去从事创造性教学活动、育人活动。以智助管，建设人口预测、资源配

置、决策支持等智能工具，适应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以智助研，借助模拟计算、数据挖掘等手段，构建数据驱

动的研究新范式，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同时，我们将坚持“数字向善”，加强

人工智能与数字伦理研究，科学研判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其负面

影响，对侵害人的隐私权益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积极引导智能技术合理应用，让

技术进步造福师生。

第四，更高水平开展国际交流，建设世界数字教育合作平台。数字技术迅猛

发展，大大拓展了时空领域，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我们要围绕一个平台、

一场大会、一个联盟、一类期刊、一系列案例，来深化数字教育国际合作。以智

慧教育平台国际版开通为契机，为各国学习者提供国际资讯、课程资源和留学服

务，打造高品质的全球公共教育服务产品。开好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创新举办方

式、不断丰富内涵，搭建高水平的世界数字教育对话交流平台。发挥数字教育联

盟作用，促进数字教育的双多边交流，在学分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发展

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创设数字教育国际期刊，建立数字教育国际试验床，推动

STEM 教育与数字化、人工智能与教育、数字化与学习型社会等前沿研究。发布

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和示范案例，引领数字教育发展。我们呼吁各方一道，在

基础设施建设、优质资源开放、平台建设共享应用、政策标准对接等方面加强国

际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我们教育的智慧和

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面向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充满期待。让应用跨越国界的阻隔，让共享超越观

念的分歧，让创新穿越思维的桎梏，以希望之门开启变革之路，以数字之光点亮

前行之途，以教育之力厚植幸福之本，让所有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动力和机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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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一期待，我们将与世界同行一道，顺应数字时代教育变革潮流，携手构建数

字教育发展共同体，让数字技术更好更公平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独行快，众行远。打破壁垒、消弭隔阂，营造开放、合作、信任的数字教育

发展环境，让世界人民共享数字文明成果，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相信，只要我

们携手并肩，同向同行，就一定能加快实现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绿色化发展，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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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

风起邕江，情满八桂——学校赴广西慰问选调生并开展访企

拓岗

(通讯员 梁斐)12 月 4 日至 7日，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组织就业工作队伍

赴广西慰问选调生并开展访企拓岗。刑事司法学院、法律硕士教育中心、财政税

务学院相关负责人和毕业班老师参加调研。

巩固基层就业，对接学校引导与组织培养，强化选、育、管、用人才链。在

广西选调生座谈会上，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规划办副主任吴立堂详细介绍了选

调生工作。截至目前，我校在桂选调生人数达 102 人。他欢迎更多的中南大毕业

生加入到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当中。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詹万明在发言中指

出基层就业是高质量就业的评价指标之一。学校近年来通过修订引导政策等措施

持续发力，选调生录取人数连年上升。他表示，我校学科建设取得阶段性新成果，

建议拓宽专业范围，以吸引更多优质生源。

抢抓关键时点，破解“岗难求”与“人难找”双重难题，充分挖掘生源地就

业潜力。寒假来临，是毕业生生源地就业的窗口期。调研组走访了人保财险广西

分公司、桂林银行两家骨干金融企业。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党委组织部长房循伟

介绍公司产险份额已居全区首位，未来将加强与学校的合作，服务多元化发展。

刑事司法学院党委书记张志刚认为公司业务广泛，而部分对保险业岗位认知仍停

留在销售岗位。针对信息差造成求职肠梗阻，今后将引导毕业生关注保险业企业，

拓宽就业渠道。

加强党建交流，推动“一融双高”走深走实，培育正确成才观、职业观和就

业观。在桂林银行，调研组详细了解了该行“乡银共建”助力乡村振兴和“星计

划”人才培养体系。法学院党委副书记、法硕中心学生党总支书记易育表示桂林

银行将能力培养和党建紧密结合，不仅对调研组是一种启发，也要让毕业生了解

这种社会责任感，在“一融双高”中给出就业答卷。桂林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罗凯表示桂林银行近年年人才需求在 600 至 1000 人，明年春季来校招聘时将加

大品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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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进文副校长一行赴新疆高校调研对口支援工作

(通讯员 万秋霞 任嘉琪)为推动对口支援新疆高校工作更高质量开展，12

月 7 日-9 日，副校长邹进文一行先后赴新疆财经大学与新疆政法学院开展调研

活动，召开对口支援座谈会，举办专家讲座，看望慰问学校挂职干部人才和银龄

教师。

发展规划部部长高利红、科学研究部部长张金林、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石智

雷、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庞明礼、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吕保华等参加调研。

12 月 7 日，邹进文副校长一行首先赴新疆财经大学调研。上午，新疆财经

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会见了邹进文一行，对我校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双方就两校

未来合作进行了友好交流。随后召开座谈会，新疆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居

来提·吐尔地，我校挂职新疆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周铭山，新疆财经大学

科研处、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发展规划处等学院及职能部门负责人与我校

调研组进行座谈，双方互相介绍了学校师资队伍、学科建设、博士点建设、科研

平台以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举措等情况，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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