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 期（总第 42期）

科研部、社科院编 2023 年 05月 20 日

本期目录

 学术要览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葛树司长一行到校调研 ........................................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及《法商研究》入选 2022年度复印报刊资料高

转载期刊名录 ........................................................................................................ 3

 项目聚焦 ................................................................................................................4

全省第一！我校 7项课题获批 2023年度省新型智库项目 .............................. 4

金融学院胡宏兵教授团队案例入选全国保险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案例库 ........ 4

 成果荣誉 ................................................................................................................6

我校三篇课题获评 2022年湖北商务优秀调研课题奖 ...................................... 6

全国社科工作办一季度认真负责的鉴定专家 我校居湖北第一 ...................... 7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学术交流 .............................................................................................................. 8

【法学院】“数据法学律师实务及典型案例分析”讲座顺利开展 .................. 8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中国绿发会生物多样性南南大科学计划执行秘书长

岳晓光拜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程学院 ............................................................ 9

【统计与数学学院】75周年学术校庆“统数风华”校外合作导师系列讲堂（一）

.............................................................................................................................. 10

【经济学院】葛金芳教授应邀来我院讲学 ...................................................... 10

【会计学院】【75周年学术校庆系列活动】CCGAR走进全国高校行动计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站）学术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办 .................................. 11

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为我校学子讲授美学的文化转向 .......................... 12

【会计学院】【科教融合育人大讲堂第 14期】二十大精神与审计理论创新研

究之机会 .............................................................................................................. 13

【会计学院】会计学院成功举办第 257期“文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财务

管理：公司运营的枢纽 ...................................................................................... 14

【法学院】Global Law Perspective第 13讲：德国物权法中的“物权合同”顺利

举行 ...................................................................................................................... 15

【哲学院】武汉大学李建华教授到哲学院讲学 .............................................. 16

【金融学院】胡宏兵：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裕 .......................................................................................................................... 17

【金融学院】白小滢：硅谷银行事件对银行业的启示 .................................. 18

【金融学院】张顺明：GWT:ANovel Probability Weighting Function ........... 19

【哲学院】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合作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贾洪武应邀来哲学院

讲学 ...................................................................................................................... 20

【刑事与司法学院】刑事与司法学院成功举办第 259期“文澜大讲堂”之名家

讲坛——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法教义学解读 ...................................... 20

【法学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法治人才培养前沿名家系列讲座第 8 期：

German Electronic Securities Act (eWpG)”顺利举行 .......................................22

【金融学院】中国指数研究院武汉分院市场研究总监与碧桂园投资部校友应

邀来校做房地产市场实务讲座 .......................................................................... 23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金融学院】张艳：基于 BIM 的室内导航标识布局：集成仿真与优化的方

法 .......................................................................................................................... 23

【法学院】“企业法务履职能力及企业合规管理新态势”专题讲座顺利举行

.............................................................................................................................. 24

【财政税务学院】全球公共财政学系列论坛：Patrick Paul Wash教授谈可持

续发展融资 .......................................................................................................... 26

【财政税务学院】魏文享教授谈近代税收演化的解释范式及政策、社会逻辑

分析 ...................................................................................................................... 27

【金融学院】过文俊：武汉港作为中部地区“出海口”的地位日益凸显 .. 29

【法学院】“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系列讲座第 1讲：

中国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实务之侵害商标权的判断”英语讲座顺利开展 ...... 31

【金融学院】陈思翀：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套息交易 ...................................... 33

【金融学院】金融学院成功举办第 260期文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 ——沿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 36

【财政税务学院】杨晓亮老师谈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及其影响 .................. 37

知识产权南湖论坛共探高质量发展与知识产权法治保障 .............................. 38

【金融学院】谢绚丽：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测度、进程及影响 ...... 42

【外国语学院】“文澜学者”讲座教授刘文飞：我为什么研究俄国文学 .... 43

南京大学张生教授为我校学子讲授革命塑造中国 .......................................... 43

【文澜学院】西南财经大学 李丁教授：“Water afar off quenches not thirst? The

health benefits of the south-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n China” ................... 44

【文澜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 张鹏助理教授：“Evaluating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 Separating Firm Competitiveness and Ambient Effects”45

【文澜学院】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李子燃副教授：“水环境规制与农业发

展 —— 基于空间断点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 46

【文澜学院】武汉大学 沈波 副教授：“Competition Policy in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 .............................................................................................. 47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伦敦大学学院陈焕发博士应邀为我院师生讲座 .. 47

【经济学院】翟宇研究员来我院开展讲座 ...................................................... 48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金融学院】卢建新：从学术出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 49

【金融学院】肖春海：“十年埋头磨一剑”，产教融合铺路人 ...................... 51

【金融学院】宗翔宇：应用深度强化学习的大宗商品期货配对交易策略研究

.............................................................................................................................. 53

【金融学院】投资系“商业银行公司信贷逻辑与分析框架”主题讲座顺利举

办 .......................................................................................................................... 54

【法学院】南湖公法研学论坛第 03期——“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原理与核心要义 .................................................. 55

【金融学院】许贤铭：大数据驱动的信贷风险管理 ...................................... 57

【法学院】“Global Law Perspective第 14讲：合同相对人抑或合同当事人？”

顺利举行 .............................................................................................................. 57

【工商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5周年校庆系列学术讲座文泉工商•长

江论坛（第 33期）暨南湖农经论坛 2023 年第 1期（总第 40 期）成功举办

.............................................................................................................................. 59

【财政税务学院】张平老师谈中国财富不平等的来源与形成机制 .............. 62

中国法学会徐显明副会长为我校师生作专题讲座 .......................................... 6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特色基地（养老）与应用主体、技

术主体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专题研讨会 .................................................. 65

【哲学院】哲学院举行政治学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专家座谈会 .................. 66

【工商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5 周年校庆系列学术讲座南湖农经论

坛 2023年第 2期（总第 41期）成功举办 ...................................................... 67

徐汉明教授出席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事诉讼法治发展高端论坛并作

主题发言 .............................................................................................................. 68

【哲学院】汪信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 69

【法学院】“ Global Law Perspective第 15讲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体系与模式

现代化之新发展”顺利举行 .............................................................................. 69

 政策时讯 ..............................................................................................................73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守正创新

真抓实干 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 .............. 73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 74

 社会服务 ..............................................................................................................78

金融协创中心赴沙洋县调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 .............................. 78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申祖武一行赴广东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系列活动

.............................................................................................................................. 79

精准对接硬需求 “党建+”引领助力盐津乡村振兴 ...................................... 80

奋楫笃行二十载 步履不停赴新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周

年院庆暨公共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隆重举行 .................................................. 81

2023年“千岗迎台青”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我校举行 ............. 84

学校赴通城县麦市镇开展“普通话乡村行”活动 .......................................... 86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1

 学术要览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葛树司长一行到校调研

（通讯员 徐剑飞 马梓淇）2023年 3月 3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

葛树司长一行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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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调研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综合业务处处长刘

磊，规划计划处副处长高佳，规划计划处三级调研员董喜庆，知识产权发展研究

中心首席研究员顾昕，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助理研究员张艳，湖北知识产权局党

组书记、局长刘治田，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办公室主任李铮，湖北省知识产权局规

划发展处处长陈轶等一同参加调研。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在文泓楼四楼会议室举行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研

讨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文澜资深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名

誉主任吴汉东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周铭山教授，知识产

权学院院长黄玉烨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彭学龙教授，中心副主任兼副院

长詹映教授，中心胡开忠教授及全体专职研究员参加会议。黄玉烨主持会议。

周铭山代表学校向葛树司长一行表示欢迎，他介绍了学校及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的发展情况。他指出，在国知局战略规划司的指导和关怀下，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中南研究基地自 2010年成立以来，完成了近 30项基地专项课题研究，承

担了 20余项国家应急性研究任务和多项知识产权政策和立法咨询，这些成绩的

取得都离不开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湖北省知识产权局的指导关心和帮助。他表示，

中南大将继续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为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葛树表示，此行调研重点是与专家学者交流数据知识产权工作。葛树介绍了

战略规划司在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方面开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调研工作，

重点介绍了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构建的主要内容。

刘治田在致辞中表示，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连续三年将

知识产权工作纳入全省深化改革重点项目。他指出，希望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指

导下，在与中南大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让湖北知识产权事业更上

一层楼。

会上，吴汉东教授作数据知识产权主题报告。他对“数据知识产权条例”的

立法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吴汉东教授指出，构建数据保护规则，首先要

明确其属于立法性文件还是政策性文件。在赋权形式上，吴教授提出了“二元权

利主体构造”的构想，他强调，数据权利分置问题必须明确对数据制作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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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权利赋予。此外，数据保护规则还须规定“权利例外”与“权利保护”

条款。在授权程序上，吴教授建议数据保护应更多向著作权软件保护靠拢，明确

其是否需要异议程序、撤销程序等。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框架和细节发表看法，就其

保护客体、权利归属、权利限制等问题展开探讨和交流。

黄玉烨教授就规则发表看法，她指出数据赋权是大势所趋，数据保护规则应

注意将“利益平衡原则”和“推进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列为基本原则。在数

据保护对象问题上，黄玉烨教授认为应一并保护公开数据和非公开数据，要鼓励

数据公开，保证其在流动中释放社会经济效益。在登记程序上，还须继续商讨保

护期限、登记内容、登记机构等问题，并要在规则中加以明确。此外，黄玉烨教

授强调，对数据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同时也有必要进行限制，可从“强制许可”、

“合理使用”、“必要数据共享”三个方面入手。

胡开忠教授从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域外背景展开，引出数据保护对象这一问

题。他指出，保护范围是否局限于非公开数据、数据集合、衍生性数据，还值得

探讨，保护范围过小会规避诸多侵权问题。并且，由于保护客体可能发生竞合，

还要注意数据保护规则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等的协调。徐小奔副

教授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并指出数据的登记应当以公开为前提，如此才能将权

利样态和内容展现给第三人，以便异议的发生。同时在登记对象上，要明确是登

记数据集合还是数据行为，如果登记对象为数据集合，还须考虑数据的高度流动

性特点。詹映教授则建议数据保护应当和 ChatGPT、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沿问题接

轨。从此角度出发，仅对非公开数据进行保护可能保护面过窄，会难以规制未来

人工智能使用公开数据的行为。詹映教授还指出，在保护主体上，人工智能的数

据处理者较为复杂，需要对数据处理者的定义进一步明确。刘鑫老师指出，对公

开数据的保护十分必要，而对非公开数据的保护可以借鉴药品的实验性数据保护

规则。在保护期限上尚有一定探讨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可以参考商标注册机制允

许“续涨”保护期。

彭学龙教授代表团队进行了总结发言。彭学龙教授指出，新的数据规则应是

知识产权制度的一种演进，对此知识产权学者应持积极态度。在定位上，“数据

知识产权规则”的名称可能更为合适，而不只是“保护规则”。从社会发展和时

代需要角度出发，数据保护需要规则，但是否需要产权保护需要进一步探讨，数

据赋权依旧面临很大挑战，对此中心会加大研究力度。

葛树对中心的意见给予了回应，表示现阶段还需加强对重点问题的分专题研

究，相信通过不断摸索，答案会愈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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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及《法商研究》入选 2022 年度

复印报刊资料高转载期刊名录

（通讯员 宗莹萍）4月 22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名录发布论

坛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学术期刊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

2022年度复印报刊资料高转载期刊及机构名录，我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及《法商研究》入选“2022年度复印报刊资料高转载期刊名录”，同时我校入选

“2022年度复印报刊资料高转载机构名录”。

据了解，高转载名录是根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近 100种学术刊的全文转载数

据，从转载量、转载率、综合指数三个维度统计形成。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是从

国内公开出版的近 4000种报刊上精选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并按人文社科二级学科

进行分类、编辑、出版的二次文献。此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入选了“高

等院校主办人文社科学报”高转载量、高转载率和高转载指数名录；《法商研究》

入选了“法学学科期刊”高转载量、高转载率和高转载指数名录。

近年来，在学校大力支持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与《法商研究》始

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政治过硬、学术引领、编辑

精湛、出版精致和服务优质的标准要求，着力提升期刊的学术组织力、人才凝聚

力、创新引领力和期刊影响力，推动期刊高质量发展。本次成功入选“复印报刊

资料高转载期刊名录”标志着期刊文章质量进一步提升，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办刊特色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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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聚焦

全省第一！我校 7 项课题获批 2023 年度省新型智库项目

（通讯员 宗莹萍）近日，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

《2023 年度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暨省新型智库年度项目拟立项公示》，我校 7项

课题获批 2023年度省新型智库项目，立项数量在湖北省高校中排名第一。4月 7

日上午，省新型智库 2023年度课题发布会暨培训会在东湖宾馆举办，我校社科

院副院长杨苗及 2023年度立项课题组负责人及主要成员参会。

会议伊始，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负责人李琼同志向各位与会专家对湖

北省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并下达了 2023年度省新型智库

项目专项通知。随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杜志章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社科院汪锋教授两位专家就智库项目推进工作进行专题报告。中共湖北省委宣

传部理论处副处长易凌云就此次省新型智库 2023年度课题推进工作进行专题培

训。

据统计，2016年至 2022年我校共承担省新型智库项目课题数 25 项。近年

来，我校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工作，积极动员全校教师紧紧围绕贯彻省委、省政府

重大发展战略，形成的多项优秀成果被中央、省级以上领导批示肯定或被相关部

门采纳应用，显著提高了我校智库成果影响力，有效服务了党政科学决策和湖北

创新发展。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深化新型智库建设工作，整合智库资源，加强与决

策部门间的沟通联络，继续推动我校新型智库建设高质量发展。

金融学院胡宏兵教授团队案例入选全国保险专业学位案例

中心案例库

（通讯员 张戈）近日，全国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网站发布

《2021年全国保险专业学位入库教学案例征集评审结果公示》，金融学院胡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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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关

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号）《专业学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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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学位〔2020〕20号）等文件要求，鼓励各培养

单位师生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原创观点，构建原创理论，编写原创案例，进一步

加强保险专业学位案例库建设，提升案例研究与教学水平，推动科研与实践协同

育人，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于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培养，服务于新时代

保险专业学位发展需求，全国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于 2021年 11

月 16日继续开展全国保险专业学位优秀教学案例评选工作。经自主申报，秘书

处组织形式审查、双盲随机分组、匿名通讯评审、专家组会审、教指委委员会审

议等程序，历时两年，金融学院胡宏兵教授团队案例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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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荣誉

我校三篇课题获评 2022 年湖北商务优秀调研课题奖

（通讯员 宗莹萍）近日，由省商务厅组织的 2022年湖北商务优秀调研课题

评选结果揭晓，在本次获评的 10篇优秀调研课题奖中，我校共有 3篇课题获奖，

其中我校教师王田荣获二等奖，田毕飞教授及刘新燕副教授获评三等奖。

3月 31日上午，湖北省商务厅商务研究院副院长徐艳芳一行来我校交流座

谈，并为我校本次优秀调研课题获奖教师颁发荣誉证书。交流座谈会在中原楼四

楼会议室举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周铭山教授出席会议。社科院院长石智雷教

授、副院长杨苗及获奖教师代表参会，本次交流座谈会由社科院院长石智雷教授

主持。

会议伊始，石智雷介绍了我校关于 2022年湖北商务对策类课题申报工作的

基本概况，并对徐艳芳一行来校调研交流表示热烈欢迎。

徐艳芳对我校在 2022年湖北商务对策类课题申报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予以高

度肯定，随后介绍了湖北商务厅关于 2023年智库类研究课题的申报工作，并表

示，为了更好的做好本次课题申报工作，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各专家学者进

一步紧扣商务的主题，凸显商务工作在目前的新发展格局当中的地位；二是希望

申报课题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提出能够付诸实践的发展思路及对策建议；三

是希望课题调研要客观真实，在此基础上，结合我省省情，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

议。

周铭山为我校“2022年湖北商务优秀调研课题”获奖者代表颁发获奖证书，

并对他们表示热烈祝贺。随后各参会人员分别就推进课题申报工作方面的举措及

丰富我校与商务厅合作形式等问题展开了充分沟通和交流。

在听取与会人员的交流讨论后，周铭山进行总结发言。他表示，一方面，我

校争取尽快推动与省商务厅的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信息沟通协调，全面提

升双方合作水平，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我校重视课题申报工

作，鼓励专家学者积极申报本次 2023年智库类研究课题，加强商务发展热点问

题的研究，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施政的重要依据，为全省商务发展作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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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科工作办一季度认真负责的鉴定专家

我校居湖北第一

（通讯员 王胜 赖思源）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 2023年

3月认真负责的鉴定专家名单，湖北省仅 3名鉴定专家入选，均为我校教师。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3年 1-3月公布的认真负责的鉴定专

家名单统计，2023年一季度湖北省共计 7名专家入选，其中我校 4名，入选人

数居湖北省第一。

具体名单如下：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8

 学术交流

【法学院】“数据法学律师实务及典型案例分析”讲座

顺利开展

（刘雪娇 谢思勤 程奕青 张子健）3月 30日下午，以“数据法学律师实务

及典型案例分析”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在文澴楼智慧教室 609举办。讲座邀请广悦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湾区数字经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冯清清律师担任主讲人，由我院刘雪姣老师主持。我校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简

基松教授出席本次活动，法学院郭倍倍老师、梁永成老师、陈爱飞老师、广悦律

师事务所盛宇涵律师参与本次讲座，法学院众多学子到场聆听。

讲座开始前，刘雪姣老师对冯清清律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简单阐述

了本次讲座的目的。她指出，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实务需要相应地作

出回应，形成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的良性互动。通过此次讲座，法科生将进一步

拓展对于法学教育、职业规划和律师实务的了解。

讲座伊始，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受聘仪式，我校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简基

松教授为冯清清律师颁发“实务导师”聘书，激励中南大学子不断地将“理论”

向“实务”转化。

随后，讲座正式开始。围绕主题，冯清清律师从数据合规监管概览和典型案

例两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解读。她表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法学作为一个

建构性的概念被提出。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背景下，不同的人群存在差

异化的消费习惯，在信息化经济土壤中会产生极其丰富的数据。众多企业根据相

关 APP中用户产生的数据来确定用户的来源和不同产品的消费情况，为广告的

资源倾斜与新品研发的方向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她指出，数据会影响一系列的

决策行为，但我国目前仍存在数据合规监管的“多头监管、九龙治水”现象。联

系律师实务，她进一步提出，合法合规与违法违规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其中涉及到的巨大灰度空间正是律师在实务中大展手脚之地，抓住多头的尽头，

律师应当有“灰度思维”，紧紧抓住经济发展带来的时代红利。

在介绍了数据合规的监管架构之后，冯清清律师就其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

同时，对于律师自身的发展，冯清清律师以自己为例，指出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

术，钻研典型案件与相关标准，用巧劲开辟新的业务线，实现弯道超车。讲座进

行到后期，冯清清律师从信息流广告是否应提供一键关闭功能问题、大众点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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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地图不正当纠纷案和全国首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三个典型案例入手，分析了

文本规则到实务落地、裁判案例对实务的指引与参与创新性数据治理实践这三个

方面对当下实务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要在“法规的尽头创造价值”的重要理

念。

在交流讨论环节，与谈的诸位老师与律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郭倍倍老师指

出，律师的培养要注重功底与技能，加强对立法、司法原理的整体把握；经济形

态的发展变化，会使不同时期的个案展现不同的面貌，但其原理基本一致，我们

要从历史发展背景中把握这种共性的原理。

梁永成老师表示，数字法学的发展不局限于依赖技术的发展，对于法律经验

的获取，不仅要从实际调研中积累，更要自我拓展，通过实务去链接相关的人，

而数据法学正可以成为这样一种经验获得的切入口。从宏观的外部视角来看，数

据经济中存在相当的灰色空间，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他强调，优秀的律师不仅仅

精通法学的分支学科，更能在实务中获得能力的增长，培养超脱的思维。

陈爱飞老师分析了我校数字法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并就自己的研究方向提出

数据出境的规则适用与数据主权等相关问题。他指出，要在实践中引入“成本—

效益”的分析方法，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要提出具创新性的替代性方

案。

盛宇涵律师则表示，从事律师行业与大学学习并无本质的差异，但前者存在

被动钻研某一领域与零碎化学习的特征。她强调律师从事数据合规业务的专业深

挖、市场探析和创新思维。

活动进入自由提问环节，现场学生踊跃发言，提出关于研究方向、撰写论文、

职业规划、复合背景等方面的问题，主讲人、与谈嘉宾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为同学

们答疑解惑，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讲座在友好而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中国绿发会生物多样性南南大科学

计划执行秘书长岳晓光拜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程学院

近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生

物多样性南南大科学计划（CBCGDF-SSBSP）执行秘书长岳晓光一行 2人拜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简称工程学院）杨俊副院长、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李飞教授、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朱熙副教授、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屈志光

老师、学院办公室陈君理、葛廙老师、及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部分研究生参与了

本次会谈。双方就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国际教育、学术活动、人才培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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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

建设高校，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教育部、财政部和湖北省共建高校。

学校形成了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为主干，覆盖 10大学科。其中，法学学科

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现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环境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人工智能 6

个本科专业；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 3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及电子信息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现代技术管理二级博士点。

学校学院的整体学科布局与中国绿发会高度契合，未来合作空间广阔，将从学术

活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入手，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

【统计与数学学院】75 周年学术校庆“统数风华”校外合作

导师系列讲堂（一）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工业的逻辑之数据资产有关问题的讨论，在 2023年 4月

6日 19:30-20:30文添楼 112进行。

摘要：（1）工业的逻辑包括关注基本供需关系，保持演化视角看问题等主要

观点，是分析经济现象的一种方法论。（2）数据，已被提升到生产要素的高度，

在大量使用数据时应对数据的权属界定、价值来源、责权边界等经济问题、法律

问题、伦理问题有充分的考虑。数据问题有国际跨境的互联互通问题，更需要有

从我国社会实践出发的观点、理论、规则。对数据的认识、认知是基础性的一个

重要方面，数据不是数字化、更不是数学，要高度关注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经济

属性。

专家简介：叶桐，财新智库首席运营官，高级经济师，湖北省产业教授，曾

在房地产、私募股权投资、数据科技等行业任企业高管，清华大学校友导师、北

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应用统计专硕

校外合作导师，著有《实体经济导论》、《工业讲义：工业文明与工程文化》等著

作。

【经济学院】葛金芳教授应邀来我院讲学

（通讯员 刘青）4月 2日上午，史学名家葛金芳教授在文泉楼会议室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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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师生作了题为“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知识结构”的讲座。讲座由经济学院

副院长宋丽智教授主持。

葛教授首先强调了民族命运关怀对史学研究问题意识形成的重要性。随后，

他结合自身研究经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培养经济史研究问题意识的四种方法，

即分别从学界对某一问题的分歧、现实问题、史料和理论学习中寻找问题。葛教

授进而指出，提出和解决学术问题，还需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既要有广阔的学

术视野，还要有坚实的史学功底和充足的理论储备。

在提问阶段，葛金芳教授就相关问题与参会师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最

后，瞿商教授对讲座进行总结。讲座圆满结束。

【会计学院】【75周年学术校庆系列活动】CCGAR 走进全国

高校行动计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站）学术研讨会

在我校成功举办

2023年 4月 1日，“CCGAR走进全国高校行动计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站）

暨 CCGAR双周论坛第 194期学术研讨会”在中南大会计学院成功举办。本次学

术研讨会以“服务会计审计学科建设”为主题，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研究中心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本次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进行，来自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天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多所院校以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本次研讨会。

开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张敦力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

校长周铭山、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主任蔡春致辞。开幕式致辞中，周铭山副校

长首先对与会嘉宾及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蔡春教授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及诚

挚的问候，他表示，2023年是我校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一年，本次

学术研讨会是对标对表“双一流”建设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希望今天各位专家

学者能发挥自身优势及纽带作用，为会计审计学科建设建言献策。相信在各方的

努力下，我们可以把握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探索出会计审计学科与

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路径，促进学科建设上升到新的高度。

蔡春教授表示，很荣幸出席本次学术研讨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与西南财经

政法大学一直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和起源，两校也始终保持密切的交流。他表示，

本次活动的举办一方面是为了展现所设站点学校自身的会审学科亮点，另一方面

是齐聚全国会审学科的一流学者和资源，辐射到全国各级各类高校，促进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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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发展，最后蔡春教授对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得到中南大各方面的支持表

示感谢。

主题报告环节，武汉大学李青原教授、罗琦教授与天津大学熊熊教授分别围

绕“ESG 评级机构的本地偏见”、“投资者博彩偏好与企业创新”、“环境法规的

绿色创新效应：来自中国碳排放版权交易市场的证据”进行了报告与互动交流，

现场提问踊跃，学术气氛浓厚。

东北财经大学陈克兢教授以“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创新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提升——基于投服中心行权的证据”为主题展开精彩讲述，分情况介绍了投服中

心行权效果的影响因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丽红教授以“中美跨境审计监管：

冲突与未来”开展主题汇报，从监管冲突历程、潜在挑战、应对策略和政策跟踪

四个方面与与会人员分享。

会议最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冉明东教授对会议进行了简要的学术总结与评

价，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办公室主任蔡利教授作答谢致辞。本次

CCGAR走进全国高校行动计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站）圆满结束，学院下一步

将围绕 75周年校庆继续开展系列学术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为我校学子讲授美学的文化转向

（通讯员 李晗照片 杨皓程 罗欣禹）3月 31日下午，中国美学分会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成纪教授为我校学生

讲授“美学的文化转向”，这是《百校百家共话百年中国》系列通识课程第六讲。

教务部部长钱学锋主持授课仪式并对刘成纪教授百忙之中来我校授课表示

感谢。

刘成纪从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带领同学们认识美学，了解美学。在理论部分，

刘成纪从美学学科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讲起，介绍了中国历史时期的知识分

类、古代西方的知识划分以及被誉为奠定西方现代文明基石的康德“三大批判”。

刘成纪引出“真-善-美”的基本框架，并基于此阐释美的价值，即“以美启真，

以美导善”。在他看来，美起到沟通真善、综合真善、主导真善、并超越真善的

作用。随后，刘成纪详细地阐述了现代美学的三次转向，并介绍了鲍姆嘉通、黑

格尔、马克思、阿莱西·艾尔耶维奇等数位大师关于美学的观点。在实践部分，

刘成纪向同学们展示西方不同时期的艺术代表作，对达芬奇、蒙克、安格尔、赛

尚、毕加索、达利、安格尔与杜尚等的作品进行了解析，并图文并茂地展现了艺

术的异质化、生活化、动态化、商业化。最后，刘成纪教授对当代美学做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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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艺术化，艺术在生活化，生活和艺术的合成体是文化，美学是对艺术与生

活的双重反思。

刘成纪的讲授精彩纷呈，深入浅出，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外国语学院 2020

级本科生孙晚晴说：“很幸运这学期选到了《百校百家共话百年中国》这门通选

课，各位教授们的讲解让我学到了许多从未了解过的知识，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

也发自内心地每周都期待周五下午一场‘头脑上的盛宴与精神上的满足’。今天

下午刘成纪教授讲授的‘美学的文化转向’，是我第一次较为正式系统地了解美

学，因此从知道这个消息时就充满了期待，听刘教授分享时也十分认真，充满对

美学知识的好奇。前半程刘教授主要讲解理论知识，让我们清晰美学在众学科中

的定位与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清晰地明白了学术上对‘真善美’的划

分及各自对应的知识领域。后半程更加有趣，刘教授结合很多图片例子，向我们

分享了对美的欣赏角度及随历史发展不同时期审美的变化。还辨别了不同时期艺

术与美的关系，并在最后展示了一些现代的行为艺术，我在震惊中听刘教授慢慢

讲解其中的缘由，觉得非常有趣。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下午！”

【会计学院】【科教融合育人大讲堂第 14 期】二十大精神与

审计理论创新研究之机会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能力，完善学术交流机制，提高学生的

综合性学术技能，增进学科各领域之间的联系，2023年 3月 31日上午 10:00，

会计学院第 14期“科教融合育人大讲堂”在文泉楼 401隆重开讲。我院诚邀西

南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审计学院副会长、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会计

先进工作者、财政部会计及名家、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委员、中国成本学会常

务理事蔡春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以“二十大精神与审计理论创新研究之机会”为

主题，面向会计学院师生作了一场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会计学院副院

长陈丽红教授主持，300余名硕博研究生及教师学者参加了本次讲座。

首先，蔡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了审计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提出社会经

济环境因素的变化总会引起受托经济责任内容的发展变化。他着重强调了二十大

后做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和要求，赋予了新时代受托经济责任新的内容，并提

出审计学者们应认真学习二十大精神，依托受托经济责任观开展审计相关理论研

究。

其次，蔡教授进一步推进了审计理论创新发展的若干思考，提出了用中国式

现代化思考服务审计理论与创新发展体系，以及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推动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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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等相关问题，并给出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同时，蔡教授也进一步阐述了中

国审计领域应围绕发展全过程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等理论开展相关研究。蔡教授

深入浅出的讲解和独具慧眼的观点以及热情洋溢的风格使硕博研究生及教师学

者们如沐春风。

最后，陈丽红副院长对蔡春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并对本次讲

座进行了简要总结。陈院长表示，蔡教授的讲座“激情洋溢”、“饱含浪漫情怀”

和“专业睿智”，讲座结合二十大从 52 个研究主题深入浅出的进行讲解，体现了

理论和实务的完美结合，并号召学子们应学习蔡教授坚守审计理论研究、立足中

国大地、讲好中国审计故事并传播中国审计文化的学术精神。至此，会计学院第

14 期“科教融合育人大讲堂”圆满结束。（通讯员：周明）

【会计学院】会计学院成功举办第 257 期“文澜大讲堂”之

名家讲坛——财务管理：公司运营的枢纽

4月 6日下午，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校研究生会主办，会计学

院研究生会承办的第 257期“文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活动在文添楼 105举行。

本次讲座由会计学院刘圻教授主讲，讲座主题为《财务管理：公司运营的枢纽》，

100余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刘圻教授总结了商业的三个阶段，分别是：“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认为，好的商业不仅要“想到”，还要“做到”，

而且要敢于试错，并以此延伸到学术研究中，提出“最好的研究是熟悉+意外”

的观点，鼓励同学们勇敢尝试不同专业知识的结合并不断打磨自己的文章。

之后，刘圻教授带领大家进一步理解“商业”的本质，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

分析了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内涵，梳理了公司价值创造的协同架构，提出了“利

润=收入-成本=（客户收入-客户成本）*客户数量”的等式。接着，刘圻教授结

合苹果 iPod/iTunes商业模式的实例，让同学们进一步感受了好的商业模式对于

企业的重要性。

最后，刘圻教授总结了“学而不思则矛盾，思而不学则极端”的观点，并鼓

励同学们作为财务人要把自己做成一个“Π”，不断拓宽自己的专业领域，完善

知识储备，实现自身的飞跃。（图/文 李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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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Global Law Perspective第 13 讲：德国物权法中

的“物权合同”顺利举行

通讯员（胡婷 朱怡菲 李保珍 吴皓亨）4月 6日下午，Global Law Perspective

系列讲座第十三讲于文治楼 615会议室顺利举行。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学院民法、

民事诉讼法、国际私法和比较法教席教授 Astrid Stadler博士担任主讲人，作题为

“德国物权法中的‘物权合同’”的讲座。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访问学者黄家镇，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康斯坦

茨大学法学博士汪倪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法学博

士张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学博士张飞虎、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罗帅作为与谈人出席本次讲座。众多法科学子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参会聆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系教授李昊担任主持人。

Stadler教授从 18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提出的契约自由思想以及欧洲

各国关于买卖合同和所有权转让二者关系的不同模式两个角度引入德国物权法

中关于物权合同的基础理论。Stadler教授从自行车买卖案例出发，结合《德国民

法典》中关于动产所有权让与的具体法条（第 929条）介绍了德国动产所有权转

让的条件，即物权合同+交付+处分权，并分析了物权合同的要件和总则中的法

律行为规则的相应适用。Stadler教授指出，所有权转让和基础债务关系的分离和

抽象（即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是德国物权法的重要特点，在所有权保留、

财产转让的确定性、善意取得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就买卖合同无效时的出卖

人救济途径，Stadler教授着重强调了《德国民法典》第 812规定的不当得利规则

的适用。此外，Stadler教授还对《德国民法典》中存在的其他物权合进行了分析，

包括不动产物权转让、不动产抵押和债权让与等。最后，Stadler教授对德国民法

上的物权合同理论进行了总结。

与谈环节，各评议人纷纷就 Stadler教授所讨论的问题分享自己的观点并提

出问题，现场学术氛围浓厚。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家镇认为，物权契约理论不仅

是德国民法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也是在中国民法学者中曾经引发激烈讨论的话题。

物权契约是萨维尼教授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极大地影响了潘德克吞法学的发

展和德国民法典的编纂。黄家镇教授指出，虽然中国民法典没有明确采纳物权行

为理论，但它仍然可以在法律解释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借助分离原则与抽象性原

则，物权契约理论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形成自由和交易安全。虽然很多问题可以

通过其他的解释方法妥善处理，并不一定非要采用物权行为理论，但通过将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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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方法的效率、说服力、逻辑准确性加以比较，它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帮

助，也就是说物权契约理论在中国法的解释中可以发挥反思批判的功能。

复旦大学讲师汪倪杰博士简略回顾了我国建国后历次民法典草案中有关所

有权变动的规范。起草人对此意见不一，存在解释出物权合同的可能性，但无明

确证据表明接受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Stadler教授认为，中国的立法实践与中欧

国家（奥地利和瑞士）相似，后者大多在否定无因性的基础上承认物权合同的存

在，可供参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静博士就德国物权法中的无因性理论和物债二

分理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物权合同是物债两分的重要概念基础

之一，也是维护物权法独立性的概念基础之一。物权合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分析工具。一方面，其有助于我们分析法律关系，尤其是诸如所有权保留买卖这

种复杂的交易关系。另一方面，其能够将客体特定性要件、物权公示要件、处分

权要件纳入物权合同这一法律行为的框架下进行理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张飞虎博士从法律史的角度提出了物权行为或者物

权合同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德国法学家在法学上的发明或发现的问题。Stadler

教授认为，物权行为应该在罗马法里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规定比较模糊、不成体

系。所以，德国法学家完成的工作可能是补充和完善了这一体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罗帅博士就所有权保留买受人陷入破产或买卖合同

无效或被撤销时，出卖人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这一问题与 Stadler教授进行了探

讨，并提出了物权合同理论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是否受到挑战或阻碍的疑问。

Stadler教授基于所有权归属于买受人而出卖人只享有债权这一视角进行了回答，

并表示物权合同目前在德国司法实践中还是被广泛接受。

此外，Stadler教授还对线上线下参与讲座的其他老师和同学的问题进行了了

简要回答。李昊教授对所有与会人员再次表示了感谢并欢迎教授在方便时访问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武汉大学李建华教授到哲学院讲学

（通讯员 李敏 罗席雯）2023年 4月 6日 15时，武汉大学哲学院李建华教

授讲授莅临我院，在文沛楼二楼会议室以“应用伦理该如何‘用’”为题进行学

术讲座。讲座由副院长张佳主持，我院教师、研究生及部分本科生听取了本次讲

座。

讲座伊始，李建华教授便强调伦理学是一个实践性的学科。他对应用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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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解围绕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应用伦理学符合教育部专业设置的“需求导向”

和“问题导向”；二是在应用过程中，不是用“元伦理”，而是用应用伦理中的基

本原则和规范来指导具体实践；三是应用伦理的领域包括政治、文化、科技和教

育各个方面，唯独不包括自身；四是应用伦理的目的是为公共决策提供一种价值

引导，并规避伦理风险；五是应用伦理主要有伦理咨询、伦理审查和伦理评估三

种应用方式。

随后，李建华教授解释了应用伦理在应用中应处理好四类关系：一是“体”

与“用”的关系，即本体与作用的关系，提出“体”有三层含义，即伦理的载体、

伦理的主体、伦理的实体，应用伦理的体用关系是基于伦理本体在实体和主体中

进行转换，遵循事物发展规律，通过商谈和讨论达成伦理共识，并调整主体的行

动；二是“该”与“用”的关系，即实然和应然的问题，提出应用伦理应该基于

程序共识原则、积极利益原则等善意原则来进行；三是“运”与“用”的关系，

以往伦理学注重对行为的研究，应用伦理则是侧重于公共领域内情景下对于个人

的理性选择的问题；四是“效”与“用”的关系，即思考应用伦理效果的问题。

进行效用评估的重要性有两点，即对应用伦理介入和对社会风险的防控。

讲授结束后，同学们在自由提问环节踊跃地提出了问题，李建华教授对同学

们的问题一一做出了耐心且详细的解答，同学们收益颇丰。最后，张佳副院长总

结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指出应用伦理学将是具有巨大发展前景的学科。。最

后，张佳副院长代表学院师生对李建华教授前来我院作精彩的学术报告表示衷心

感谢。

【金融学院】胡宏兵：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质量发

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博导，胡宏兵教授主讲，主持人是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沛，在 2023年 4月 12日（周三）9：00-21：

00中原楼七楼报告厅进行。

讲座摘要：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为什么要把促进全体人⺠共同富裕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促进全体人⺠共同富裕的内涵？如何

推动全体人⺠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进展？本次讲座将共同探讨如何沿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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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胡宏兵，教授、博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风险

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湖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外部董事，全国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历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

士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访问学者。兼任中南菁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监事长，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委员、千瑞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湖北省外国政府贷款特聘评申专家委员，湖北省保险学会常务理事和智库

专家，中国银行保险报特聘讲座教授，武汉大学培训中心讲座教授，华中科技大

学 EDP培训项目讲座教授。

曾先后出访南加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特拉华大学、英国精算师协会、德国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境内外

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在《金融研究》、《教育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科文摘》等转载。主

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十余项。

【金融学院】白小滢：硅谷银行事件对银行业的启示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硅谷银行事件对银行业的启示，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

学院硕导白小滢副教授主讲，主持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李

沛，在 2023年 4月 15日（周六）15：00-17：00文泉楼学术报告厅进行。

讲座摘要：2023 年两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基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要求充分体现了加大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全面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等方面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其中，银行风险管

理在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新阶段中具有重要意义。为应对这一挑战，结合时事热

点，如硅谷银行破产、瑞信集团爆雷等事件，着重阐述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以

及学校对金融风控人才的培养。

嘉宾介绍：白小滢，女，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投资系副主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系统性风险、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主持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出版专著 1部，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管

理》等期刊，荣获 2017年《国际金融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第十九届金融系

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年会优秀论文奖、第八届投资学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第十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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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学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等学术奖励。曾挂职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公司业

务部副总经理，担任中交建、中铁建和国家电网总公司等大型央企财务咨询顾问，

咨询报告获得集团年度论文一等奖、财政部优秀成果奖、国家发改委国企创新二

等奖等。

【金融学院】张顺明：GWT:A Novel Probability Weighting

Function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 GWT:ANovel Probability Weighting Function for Stock

Price Distortions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顺明教授，由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金融学院、数字技术与现代金融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孙宪明副教授主持。在

2023年 4月 11日（周二）2023 10:00-11:30文泉楼南会议室 508进行。

摘要：We propose a new weighting function, generalized Wang transform,
derived from normality invariance. This function takes various shapes, including
concave, convex, S-shaped and inverse S-shaped functions, depending on the range of
parameters and distinguishes the curvature and elevation of probability weighting.
With this function, we prove the CAPM and Security Market Line Theorem under
probability weighting by assuming risk aversion and loss aversion, respectively.
Moreover, we find the overpricing of skewness through numerical analysis and
provide intuitive expla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ceived distributions.

嘉宾介绍：张顺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

民大学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08), 教育部特聘

教授(2015)。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学士，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理经

济学硕士和博士。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和副教授，(加拿大)西安大略

大学经济学系访问教授和博士后研究员，(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经济金融

学院研究员，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系统工程理

论与实践》编委等，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等。近期专注不确定性的最新进展，研究暧昧性与资产定价，包括

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暧昧性内生因素、暧昧性与分散化投资、暧昧性与定价能力

等行为金融学学术热点。在数理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等方

面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发表国际期刊论文包括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1996), Mathematical Finance (2002),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2006),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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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2009),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0),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1),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2017, 2023)等。

【哲学院】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合作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贾洪

武应邀来哲学院讲学

（通讯员 喻言欣）2023年 4月 4日上午 10:00，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合作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贾洪武，在文澴楼开展了题为“武汉抗疫公益心理援助案例分

享”的讲座。我院社会学系、我校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李薇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

座，哲学院 2022级全体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该讲座主要从心理援助在中国的发展、武汉抗疫公益心理援助的具体案例、

对公益心理援助的展望这三个方面展开。讲座伊始，贾洪武通过林德曼的哀伤作

业、卡普兰危机处理四阶段理论、泰赫斯特的危机三阶段说的梳理，联系我国的

心理援助发展形式，重点介绍了企业员工心理援助（简称 EAP）的本土经验。

贾洪武讲述了自己在 2020年疫情期间，提供抗击病毒肺炎的心理咨询的经

历，介绍了公益组织“武汉之心”的来历和发展，分享了丰富的疫情期间心理援

助的成功案例。他认为，我国公益心理援助在未来应该从观念、经费、人员专业

水平这三方面出发进行突破，并对心理援助的发展寄予了美好期望。

本次讲座是合作导师参与我院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形

式，也是《员工福利》课程的专题讲座之一。

【刑事与司法学院】刑事与司法学院成功举办第 259 期“文

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法

教义学解读

（学生通讯员 刘令同卉 乔晓静）4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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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的第 259期“文澜大讲坛”之名家讲坛在本

校文治楼二楼大会议室顺利进行。本次讲座以“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法教

义学解读”为主题，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王志祥老师担任主讲人，我院副院长董邦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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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主持人，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详老师及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

次讲座。

讲座伊始，副院长董邦俊教授对主讲人王志祥教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并简要介绍了王志祥教授的任职经历与研究方向。

接下来，王志祥教授从五个部分展开了本次讲座。在第一部分，教授详细解

读了《刑法修正案（十一）》颁行前性侵犯罪的立法状况，并围绕上述立法状况

简要分析了其中的三大立法特点；第二部分全面讲解了本罪的立法理由，教授认

为本罪的设立缘由既在于弥补《刑法》关于性同意年龄设置所存在的问题，又在

于回应社会舆论呼声、强化对未成年女性的保护，还在于解决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取证难的问题；第三部分集中介绍了关于本罪的设立是否对女性性同意年龄进行

了调整的争议，对于学界中存在的有限提高性同意年龄说和性同意年龄维持说两

种观点，王志祥教授持后种说法，并进一步说明了前种说法的具体缺陷；第四部

分深入阐述了本罪法益指导下的构成要件的解释，教授从对本罪法益的应然界定

问题和对本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两方面进行了重点讲解；第五部分深度解析了本罪

与强奸罪的竞合问题，包括本罪与强奸罪所规制行为之范围的比较以及本罪与强

奸罪之间关系的争议。

随后，与谈人周详教授针对讲座内容结合个人研究同王志祥教授进行了深入

探讨，王志祥教授也针对周详教授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具体回应。周详教授感谢了

王志祥教授的精彩讲解，表示对教授的观点十分赞同，同时他提出设想，即：假

定女学生故意利用本罪给老师设陷，那么老师是否有出罪的可能，倡导大家从该

角度展开进一步思考。

最后，副院长董邦俊教授总结道，本次讲座颇具启发性，有效提供了新的研

究思路，极大丰富了同学们的学术视野。此外，董院长再次对王志祥教授的精彩

讲授表示感谢，并传达了再续今日学术佳景的殷切期待。

本次讲座内容丰富、逻辑清晰、伦理深刻，传播了前沿的学术思想和优秀的

学术成果，进一步拓宽了同学们的学术研究视野，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可和热

烈掌声。至此，本期文澜大讲堂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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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法治人才培养前沿名家系

列讲座第 8期：German Electronic Securities Act (eWpG)”

顺利举行

4 月 12 日晚，“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法治人才培养前沿名家系列讲座第 8

期”于文治楼 615 会议室顺利举行。马尔堡大学法学教授 Sebastian Omlor受邀

担任主讲人，作题为“German Electronic Securities Act (eWpG)”的专题讲座。我院

民商法系讲师、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博士吴震宇担任主持人。众多法科学子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参会聆听。

eWpG是德国法“Gesetz zur Einführung von elektronischen Wertpapieren”的缩

写，意为电子证券法案，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生效。Omlor教授首先向与会同学

介绍了该法背景和一些值得关注的要点。Omlor教授指出，该法是德国颁布的第

一部允许发行电子形式证券的法律，而以往的法律往往要求证券应具备纸质或其

他有形形式。同时，该法也允许电子证券通过运用分布式记账技术（比如区块链

技术）完成发行。这部法律所调整的对象目前主要有三种：不记名债券、投资的

电子版本以及订单文件和非订单文件，未来则有可能包含股票。

随后 Omlor教授深入浅出地从各个方面向与会人员介绍该法主要内容，包

括电子证券的类型、中央证券登记员和加密证券登记员、电子证券的发行、电子

证券的法律性质、电子证券的所有者和受益人、电子证券的转让、电子证券于传

统证券的转换以及监管。

最后 Omlor教授指出 eWpG的出现给德国证券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该法

体现了德国对技术和法律创新的开放态度并为金融市场创造了新的机会。然而，

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给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带来新的挑战。鉴于这是向现代化

和新的证券法时代迈出的重要一步，因此，对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监控必不可少。

与谈环节，主持人吴震宇老师首先表示他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并向

Omlor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随后吴震宇老师向 Sebastian Omlor教授提出了

几个问题，如电子证券是否能够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并表示德国对电子证券

的规制对于我国数字化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吴震宇老师对 Sebastian Omlor教授以及所有与会人员再次表示感谢。

本次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https://law.zuel.edu.cn/2023/0413/c3755a33081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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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中国指数研究院武汉分院市场研究总监与碧桂

园投资部校友应邀来校做房地产市场实务讲座

（通讯员 马学诚）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了解房

地产投资决策的实务程序， 4月 6日和 7日，投资系组织了两场有关房地产投

资实务的讲座。

4月 6日上午，中国指数研究院武汉分院市场研究总监李国政以《当前房地

产行业现状及市场特征研判》题为，分享了如何从数据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经

验。他结合“两会”精神总结了现阶段我国房地产调控与发展新模式，通过对房

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全景数据介绍，阐述了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其支柱性产业的定位，总结了武汉房地产市场“投资之变、

市场之变、供需之变、价值之变”的“四变”特征，并结合中国指数研究院大数

据对 2023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指标进行预测。李总监充分肯定了我校房地产

开发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还耐心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

4月 7日上午，我国著名房地产头部企业碧桂园鄂西区域投资部投资经理武

晓青以《房地产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实操》为题，向房地产经济学专业部分研究生

介绍了房地产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实际操作方法。武晓青 2012 年就读于我校房地

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并被保送本校房地产经济学专业读研，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

碧桂园鄂西区域投资部。她根据自身工作实际，从实务角度梳理了土地获取、开

发建设以及房产销售等环节中，投资可行性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要素，并以自己

参与过的实际案例介绍了房地产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做投资可行性研究的主要实

务工作内容，并就房地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实际作用及规范性等问题，与学

弟学妹们作了讨论。

张东教授、投资系主任吴建军教授和投资系副主任龙驰老师参加了讲座。

【金融学院】张艳：基于 BIM的室内导航标识布局：集成

仿真与优化的方法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 BIM-based determination of indoor navigation sign

layout using hybrid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主讲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

学院、数字技术与现代金融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张艳博士、研究员，主持人位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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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数字技术与现代金融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许泳昊博士、研

究员。在 2023 年 4 月 14 日文泉楼南 508 会议室进行。

摘要：Indoor navigation is difficult in large and complex navigation decision

points. Helping occupants navigate more easily in these spac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satisfaction. The navigation sign is an effective an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ways to achieve this goal. This study aims to propose a novel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ased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navigation sign layout that

better spatially matches the navigation cue demanded by occupants and the navigation

cue supplied by signs. The 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navigation cues are obtained

from the crowd simulation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 respectively. A programming

model is applied to maximize the overlap between them by tuning the location of

signs, the orientation of signs, and the navigation texts displayed on signs. To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ramework, the entrance lobby of a large hospital is used for

the case study. An occupant navigation simulation model and a virtual reality based

experiment are used for evaluating the sign layout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ing the

proposed framework. The framework is supported to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difficulty in navigation and navigation time.

嘉宾介绍：张艳，管理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讲师。主要研

究方向为医院空间设计与仿真优化、复杂工程运营管理等。研究成果发表于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系统管理学报等学术期刊。

【法学院】“企业法务履职能力及企业合规管理新态势”专

题讲座顺利举行

（通讯员 张梁 司阳）4月 13 日上午，“企业法务履职能力及企业合规管

理新态势”专题讲座在文添楼 310 教室顺利举行，讲座分为 4月 6号上午、4月

13 号上午两个半场。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一级合伙人林思贵律师受

邀担任主讲人，讲座由经济法学系副主任吴京辉副教授主持，经济法学系罗伟恒

老师、张梁老师与谈，经济法学系、法律硕士教育中心研究生 60 余人到场学习。

讲座上半场，林思贵律师首先以企业法务工作中的“一个框”、“一张网”、

“一条链”为切入点，介绍了企业法务工作的现状和整体要求，并围绕法务工作

中的工作目标、工作价值、工作内容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对企业法务工作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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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念进行了详细解读。随后，林思贵律师以案例形式对企业法务工作的工作体

系重点进行讲解，通过国内外以及大中小法务概念等的区别比较，为企业法务的

业务体系结构做准确定义，并以大型国企和重点行业民营企业法务的机构设置、

队伍建设以及总法律顾问制度等的设计为例对企业法务的组织体系进行了拆解，

最后从内外法律资源管理、管理模式和绩效考核等方面入手，具体讲授法务工作

的管理体系。

讲座下半场，林思贵律师重点讲解了企业合规管理的新概念、新态势和新实

践三个主要问题。首先，林思贵律师通过分析“合规”与“风险”两个概念和解

读近年大型企业重大风险案例，指出当今世界正在步入“乌卡时代”（VUCA），

合规对于企业不光是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更是对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随后

林思贵律师从“依法治国政策落实”、“国际化的要求”、“互联网的传播”、

“反腐败的推动”以及“政府监管加强”等五个方面深刻剖析了企业合规的新态

势。最后，林思贵律师以新时期国企合规管理的九个要求出发，重点提出企业合

规上升到公司战略层面的重要性，更要从形式合规进化为实质合规，通过四体协

同等新工作方式建立起国企在国内国际不同环境中的合规体系。

在与谈环节中，罗伟恒老师围绕讲座内容，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

一方面，现阶段法学教育更多注重于具体实践案例中适用法律，而法务工作以及

企业合规更多从事前角度去防范风险的发生，这不仅需要具备完备的法律知识，

更需要具备管理能力以及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企业合规是在做出构

成免责事由的规定，其不仅仅是一项单独的业务，更需要进行一个体系化的处理。

张梁老师分享了对本次讲座学习的三点心得体会。他谈到，企业合规不光涉

及刑事合规，还涉及民事、行政等多方面，具有多元化属性；企业合规工作不仅

需要法律思维，更需要管理思维，高效的企业合规应当积极嵌入到公司的治理结

构与管理流程中来；企业合规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希望通过讲座吸

引更多学子加入到该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当中去。

吴京辉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她指出，林思贵律师的企业合规问题

讲座与法学课堂教育相辅相成，引导同学们将法律思维转化到管理思维中去，真

正做到带学生“出门”，为学生“开窗”，将日常学习与法律实践相结合。同时，

林思贵律师讲授逻辑清晰，从总体认识到基本理念再到最终体系，内容十分丰富，

希望同学们讲座后多多思考，积极做好成果转化工作。

吴京辉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她指出，林思贵律师的企业合规问题

讲座与法学课堂教育相辅相成，引导同学们将法律思维转化到管理思维中去，真

正做到带学生“出门”，为学生“开窗”，将日常学习与法律实践相结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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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贵律师讲授逻辑清晰，从总体认识到基本理念再到最终体系，内容十分丰富，

希望同学们讲座后多多思考，积极做好成果转化工作。

【财政税务学院】全球公共财政学系列论坛：Patrick Paul

Wash教授谈可持续发展融资

（通讯员 裴慧赢 陈奕豪）2023 年 4 月 11 日下午，75 周年学术校庆讲座—

—“全球公共财政系列论坛”在文沁楼 119 会议室和线上腾讯会议同步举行。本

次论坛邀请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Patrick Paul Wash教授带来主题为“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学术报告。会议由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张克中教授主持，

财政税务学院、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的教师以及研究生等 80

多人通过线上、线下不同方式共同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首先，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张克中教授对 Paul教授做客全球公共财政学系列

论坛表示热烈欢迎并致辞。张克中教授表示，财政理论应着眼于当前的全球问题，

应对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并提供全球解决方

案。

接着，Paul教授开展主题报告。他介绍指出，SDSN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对 2015 年后的进程进行了重要的学术和法律监督。从那时起，SDSN继续动

员学术界发挥关键作用，与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合作，采取行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议程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可能性。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们仍然我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Paul教授指出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和希腊有责任和智慧

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促进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为解决全球问题提

供解决方案。

Paul 教授在报告中披露了一个现象，据 2011 年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数据

显示，全球的质量投资由于诸多不平等现象，存在所谓的“90/10”差距，其中

只有 10%的全球卫生研究被用于构成全球疾病负担 90%的疾病。而制药领域的情

况更为复杂，基础医学研究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国家，并在经合组织的大学中进行。

基于上述现象，Paul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及见解。

Paul教授还同财政税务学院师生一起探讨了《亚的斯亚贝巴议程》（以下简

称议程）带来的研究机会，这是一个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融资框架。《议程》将

所有国内和国际资源流动、政策和国际协议与各级治理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综合目标相结合，给我院师生带来了新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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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过程中，与会师生交流不断。万欣、马媛媛、胡龙海等师生代表针对报

告中的学术观点进行了一系列提问，Paul教授则一一作出解答，并对部分师生提

出的不同见解展开深入探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至此，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结

束，本次活动拓展了我院师生的研究视野，加强了中外合作，促进了我院与世界

名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也增强了我院的科研学术氛围。

【财政税务学院】魏文享教授谈近代税收演化的解释范式及

政策、社会逻辑分析

（通讯员 刘芸竹）2023 年 4 月 13 日下午，文澜财税论坛（第 11 期）在文

泉楼北 603 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魏文

享教授带来题为《近代税收演化的解释范式及政策、社会逻辑分析》的学术讲座。

会议由财政税务学院周春英副教授主持，学院部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参加了

本次学术交流活动。

首先，魏文享教授提到对近代税收的见解，他指出近代税收的演化过程是与

国家财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与整个历史变迁以及国

家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魏文享教授认为解释范式主要着眼于对近代税收史成果

的梳理分析的基础之上，对其背后的政策和社会逻辑进行进一步讨论。

接着，魏文享教授归纳了针对五种近代税收史研究的解释范式。一是“制度

史视角”，可分类为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研究、税法史的研究以及近年以“收、

支、管为中心”的税收制度史研究；二是“近代税收的现代化”，主要研究近代

化的税收内涵及财政内涵、近代税收原则以及税收的现代化进程，并列举出在税

收思想、税收制度、税收结构的现代化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三是“税收社

会史”，主要研究税收体系的变革，分析税收与政治、社会、民生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解释范式中需要重视税收的征管效应、纳税人及民众对税收政策的反应等；

四是“税收的革命史视角”，需要分析革命税收与革命经费间的关系，考虑税收

中存在的阶级关系、利益关系、权利与义务关系，思考如何解释革命与税收征集

之间的关系；五是“税收国家视角”，指出财政与国家形态、社会进程之间具有

密切关系，并且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不同的国家形态及历史道路。

魏文享教授又指出了在当前解读方式下尚且存在的问题。如，税收的现代化

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间的关系；战争、军事和债务间的关系；苛捐杂税与革

命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与财权的划分等。同时，魏文享教授指出，在

讨论近代税收和财政问题时，需要强调如何实现“可持续均衡”的目标，要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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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到近代财政和税收问题的多维度关联主体的角度去分析。并且，在研究问题

时，可以从政策逻辑与社会心理的角度研究近代税收史，包括“三大关联主体”，

即政府、纳税人、公民；以及“四大要因”，即财政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

民族主义。将以上几种指标与可持续性的目标结合起来去认识近代税收演化，可

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税收在现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及角色，以及在现代化变革的

背景下，税收本身的发展趋势。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积极提问，与魏文享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周春

英老师对本次学术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再次感谢魏文享教授的学术分享。本

次学术讲座为大家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思考视角，促进了不同学科间的思想

碰撞及理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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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过文俊：武汉港作为中部地区“出海口”的地

位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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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记者从武汉交通局等部门获悉，经济回暖消费需求复苏推动武

汉港一季度累计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3222 万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65.87 万标

箱，同比增长 34.89%。

阳逻港是武汉港的核心港和枢纽港，武汉的货物进出口 80%都通过阳逻港。

今年以来，阳逻港成功开辟麻城—武汉—埃塞俄比亚、山东—湖北—重庆、武汉

—黄冈、俄罗斯—武汉、应城—武汉等 5条航线通道，进一步巩固阳逻港在长江

中游的枢纽港地位。今年 3月 28 日，“武汉—上海外高桥”联盟航线在阳逻港

二期码头首航成功。截至目前，联盟航线累计投入 22 艘支线驳船参与运营，实

现武汉至上海全程航行时间由原来的 5天以上压缩至 3天以内，有效提升外贸货

物运输时效，降低企业客户物流成本。一季度，阳逻港完成集装箱量 50.9 万标

箱，同比增长 35%，占武汉港集装箱的 77.3%。

经开港是武汉地区西部重要的港口，也是武汉港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

经开港新增酥油进口、通用汽配进口、仙桃无纺布出口、散装水泥粉料、水泥砂

石、粮食、袋装淀粉等 7种不同业务类型。同时，通过积极拓展供应链业务板块，

与种业巨头荃银高科以及茅台、习酒等企业合作，切入遵义地区（酱酒核心区）

开展酒用粮供应链业务合作，签订 2万吨优质专用酒用粮订单。一季度，经开港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7.0936 万标箱，完成件杂货吞吐量 32.6 万吨，创经开港件杂

货吞吐量历史新纪录。

金口港是武汉长江以南的重要港口。今年以来，金口港迅速联系对接上海海

通、上海泛亚等航运企业，畅通武汉至上海整车装箱水运物流通道，完成 4批次

共计 128 台通用汽车整车装箱作业。一季度，金口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47.78 万吨，

同比增长 9.84%，集装箱完成 3.56 万标箱，同比增长 23.12%。

花山港重点服务东湖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力开发铁水联运项目。货物

流向覆盖北京局、广州局、上海局、西安局、乌鲁木齐局等 20 多个站点，货种

涵盖钢铁类产品、化工品、矿石、医疗用品等。一季度，花山港累计完成铁水联

运 1.2049 万标箱，同比增长 68.38%，完成货物吞吐量 136.62 万吨，同比增长

267.3%。

武汉中远海运港口码头也是武汉港重要的水铁联运示范基地，今年首开至阿

联酋阿布扎比港集装箱运输。该港口还联合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开设宜宾—武

汉航线。一季度，武汉中远海运港口码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9544 标箱，比去年

一季度同期增长 797%。

知名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过文俊称，武汉港江海联运与空中运输、

中欧班列等方式协同，构成了湖北对外贸易大通道。湖北地处内陆，海洋出口过

往是短板，但随着江海联运走向成熟以及以货运为主的鄂州花湖机场正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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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在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贸易发展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武汉港也将成为

建设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之一。

近年来，以武汉港为节点，日本—武汉—欧洲、日本—武汉—蒙古等集装箱

海铁联运国际中转新通道等一批多式联运方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发展两大国家战略。2020 年—2022 年，武汉港直航业务量连续三年稳居长

江中上游首位。2023 年一季度，武汉港出入境船舶与上年同比增长 160%。

过文俊认为，水运的优势在于成本低、批量大。武汉港将在推动以武鄂黄黄

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通过武汉港出口的

产品，光谷的光纤、电子零配件以及车谷的新能源汽车占比最大。未来，随着“中

三角”优势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湖北造”及周边省市的江海联运

货物将在武汉港中转，其作为中部地区“出海口”的地位将更加凸显。

【法学院】“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系列讲座第 1 讲：中国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实务之侵害商标权

的判断”英语讲座顺利开展

（通讯员 蔡怡慧 李娜 李保珍 刘金旺）为了加强我校与俄罗斯联邦政府财

政金融大学的合作，推动双方法学院间的学术交流，4月 13 日，我院国际法系

副教授、硕导肖鹏博士应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邀请于法学实验中心 302

会议室为该校法学院师生举办了题为“中国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实务之侵害商标权

的判断（Foreign-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Practice in China：Determination

of Trademark Right Infringement）”的客座教授英语讲座。

该校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阿列克谢·谢列达（Alexey Sereda）、法学院专家阿

米娜·卡尼科娃（Amina Kanikhova）、法学院师生和我校法学院师生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肖鹏副教授对副处长阿列克谢·谢列达（Alexey Sereda）和专家

阿米娜·卡尼科娃（Amina Kanikhova）邀请她为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

法学院师生举办客座教授讲座表达了感谢，对与会的中俄师生进行了问候，对我

校的悠久历史和我校法学院作为中国法学“五院四系”之一在我国法学教育及研

究领域享有的盛誉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俄罗斯法学学子来我校深造表示欢迎。

本次讲座围绕着商标侵权认定的主题，以典型涉外案例为例，介绍我国运用

《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打击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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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经验及所达到的良好效果。肖鹏副教授以克里斯提·鲁布托（Christian

Louboutin，简称 CL）的英语视频作为引入，展示了 CL 红底鞋及其系列商标的

基本情况，介绍了克里斯提·鲁布托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欧阳羽

侵害商标权纠纷案的基本案情和判决结果，并从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原告

的商标专用权、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判断依据、《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适用、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监管义务等角度对案例展开具体分析。

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原告克里斯提·鲁布托，居住地为法国巴黎。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章管辖的相关规定，本案属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应

由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管辖。

关于原告的商标专用权。她介绍了《民法典》和《商标法》对权利人商标享

有的专有权利的规定，并逐一分析了克里斯提·鲁布托经国家商标局核准依法在

我国注册的五个商标，重点解释了其“红鞋底商标”在申请我国领土延伸保护过

程中引发的显著性争议。本案中，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均包括鞋子且商标均在有

效期内。原告对商标享有的专用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关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判断依据。根据《商标法》，未经商标注册人的

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

为以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她进一步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作出具体分析，阐明了判断商标相同或近

似的标准。本案中，根据被告欧阳羽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和微信号上所展示的信息

以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欧阳羽通过网站和微信销售、许诺销售的鞋类商

品属于原告注册的五个商标核准使用的商品范围。根据《商标法》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欧阳羽在其商品及

网站上突出使用的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同，足以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已

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权的侵犯，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其除应立即停止侵权外，

还应赔偿原告的损失。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

利益或其在此期间因侵权所受的实际损失，考虑侵权商标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

性质、侵权行为的时间长短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花费的合理开支等因素，

酌定被告的赔偿数额。

关于《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原告认为被告欧阳羽抄袭原

告鞋子款式、擅自使用与原告商品包装相同的标识并对产地进行虚假宣传、抄袭

原告官方网站上的文章并发布在其主办网站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根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

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被告仿冒原告产品设计、使用原告商品名称“红

底鞋”、冒用原告产品包装、抄袭原告文章的行为，有借此获取更多销量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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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为违反了经营活动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并有悖于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

不正当竞争，但相较于《商标法》的强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补充性、

兜底性保护，对被告的同一行为，在认定构成商标侵权的情况下，不再同时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调整。

关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监管义务。被告腾讯公司为“微信”软件平台的经营

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原告认为腾讯公司未尽到微信号的监管义务，存在

侵权行为，但腾讯公司在《微信个人账号使用规范》和《微信朋友圈使用规范》

中已明确要求用户不得在微信中上传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设置了便捷的投

诉通道，收到应诉材料后及时删除了微信中的涉案侵权内容。因此，被告腾讯公

司已尽到微信管理平台的注意义务，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总结归纳环节中，肖鹏副教授对处理该类涉外案件的思路和要点进行了总

结提炼并与俄罗斯学生们互动。她希望此次讲座能为双方法学院开展更广泛的交

流创造良好开端，并对下一场讲座表示期待。

参会师生向肖鹏副教授表示衷心感谢，本次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金融学院】陈思翀：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套息交易

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排他的以单一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获得大

量超额收益，而中国则承担了巨大的“过度损失”。现今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新

的货币加入补充。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元一直是流动性的源泉，美国国债成了世

界上最大、最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扩张，全球

流动性的需求将超过美国提供流动性的能力，美元承担国际货币的压力以及单一

核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其他的国际流动资金来

源以补充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是明显的国际化货币的候选人。

纵观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可以发现，套利套汇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

重要因素。套利套汇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由中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人民币

与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预期、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的汇差等多种因素造成。那

么，投资者如何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金融市场中获利？套息交易（Carry

Trade）在其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2023 年 3 月出版的《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套息

交易》一书，尝试从风险和流动性角度出发，基于资产定价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

拓展，研究人民币套息交易活动及其超额收益率的变化和其影响因素，并分析其

给国际投资者的人民币资产需求和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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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作者为陈思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澜青

年学者；日本一桥大学商学金融博士；曾任日本一桥大学商学院讲师、美国佛罗

里达大学惠灵顿商学院访问教授；挂职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住房金融与个人

信贷部副总经理；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资产定价、金融机构。

以下将《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套息交易》前言内容进行编辑整理，分享给大家。

套息交易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金融交易策略，通常伴随着市场参与者将低

息融资所得资金投入到更高收益的市场或者金融工具中去。例如，“借短贷长”

或者“短贷长投”就是一种典型的套息交易策略。因为期限较短的资金相较于期

限较长的投资，通常利率更低。最为典型的外汇市场套息交易，包括借入低息日

元投资高息澳元等交易。历史经验证明，除了偶尔出现的下行风险，外汇市场上

的套息交易总体上来讲在大部分时间都是盈利的。换句话说，外汇市场上的套息

交易通常具有正的超额收益。因此，在实践中应用最广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套息

交易策略，当属投资者借入低息货币并投资到高息货币中去的外汇市场套息交易。

但是，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不仅日元、欧元、英镑以及美元等主要货币

的发行国相继实施“零利率”货币政策，而且包括澳元、新元以及墨西哥比索等

货币的利率也不断走低。这使得传统的外汇市场套息交易策略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因此，投资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一些高利率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货币升值以及逐步开放和完善的金融市场，对国际投资者而

言，人民币正成为一个绝佳的套息交易的投资货币。而且，伴随着 2009 年起开

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央行开始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发展，并向

机构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不断加大在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提

供更多更便利的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与交易工具。这无疑给国际投资者进行套息

交易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现了“一波三折”，人

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也逐渐成为常态，但是由于中国相对较高的利率水平，人民

币仍然成为了套息交易的重要投资货币。

进入 2022 年以来，随着美国通胀压力的不断加大，美联储开始了一轮又一

轮的快速加息浪潮。我们甚至还目睹了基于低息美元套息交易的一轮大退潮。由

于美元利率的不断上升，资金大举开始涌向利率更高的美国金融市场，美元汇率

也随之走高。截至 2022 年第 3季度末，美元指数收高于 112 附近。同时，随着

中美利差的逐渐收窄甚至反转，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也从 2022 年初的 6.35 人民

币/美元附近，在 2022 年第 3季度末大幅攀升至 7.15 人民币/美元左右。在此背

后，正好对应着借入低息美元投资高息人民币的套息交易策略的逐渐反转。因此，

套息交易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于理解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资

本流动变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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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潮起潮落，但是直到现在，套息交易仍然是国际金

融市场上外汇交易最主流的交易策略。而且，套息交易的投资策略不仅在实践中

深受投资者欢迎，而且还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套息交易实际上是根植于国际金

融和金融市场的基础理论之中：有抛补利率平价理论，无抛补利率平价理论，以

及随机游走假说。如果再加上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均值回归策略（类似于股票

市场中的价值交易）以及基于外汇市场市场弱式有效性理论的趋势交易策略（类

似于股票市场中的动量交易），这就几乎构成了外汇市场中主流交易策略的全部

版图。

对于投资者而言，不仅可以通过货币互换并在利率市场上“借低（利率）投

高（利率）”，实现套息交易。同样的，投资者还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实现套息

交易（详见本书第四章）。这是因为利率平价条件告诉我们，远期价格可以反映

两种货币之间的利差。在实践中，由于交易成本更低、监管环境更加宽松以及杠

杆倍数更高等因素，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实现套息交易甚至是一种更常见的交易形

式。而且，套息交易策略不仅可以应用在外汇市场上，甚至还可以被复制到其他

任何一种资产的交易中去。因此，理解人民币套息交易，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

对人民币国际化动力的理解，而且还有助于对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形成更加全面和

深刻的认识。

本书立足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特征，从风险和流动性角度出发，基于资

产定价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拓展，研究离岸人民币市场上国际投资者的套息交易

超额收益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对国际投资者的离岸人民币资产需求

和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影响。首先，本书从海外投资者人民币资产需求的角度提

出人民币国际化新的研究视角，并在分析框架和模型构建上实现新的拓展。其次，

本书立足于国际金融和资产定价交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仅有利于结合中

国的实验特征对套息交易收益率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拓展，而且为现有

研究文献提供来自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实验的新的经验证据。最后，本书研究结

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需求的演变，在更加自由的市

场汇率机制下人民币价值变动，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以及向国内宏观经济和金

融体系传递国际金融冲击的潜在风险等方面的理解。

具体而言，本书一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阐述本书的研究目的和

内容以及主要亮点与创新。第二章在定义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上，论述开启人民

币国际化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套利套汇是人民币国际化初期的主要推动力。第三

章简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第四章定义并测算人民币套

息交易的超额收益。第五章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形式的可变系数贝叶斯动态线性模

型，分别估算投资和投机因素在人民币套息交易超额收益中的相对重要性。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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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在“三元悖论”框架下讨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及套息交易在其中的作用。

第七章基于动态资产组合理论分析套息交易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第八章

进一步估算套息交易的规模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第九章讨论非金融企业的境外融

资及其与套息交易的关系。

该书的出版得到了以下项目的支持与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403294，71973152）

教育部、科技部“数字技术与现代金融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资助项目（B2103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722020JCT009）

图书封面：

【金融学院】金融学院成功举办第 260 期文澜大讲堂之名家

讲坛 ——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

富裕

（通讯员 杨雅婷 郁春浩）4月 12 日 19:00，第 260 期“文澜大讲堂”之名

家论坛——《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中原楼七

楼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讲坛主讲人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胡宏兵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37

教授，主持人为金融学院研究生办公室主任王秀景老师，金融学院师生共计 180

余人参与此次讲座。

胡宏兵教授通过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

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并以此为本次名家讲坛拉开了序幕。胡教授回顾了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有关共同富裕部分的内容，加深了在场师生对共同富裕概念更

深层次的理解。

接着，胡宏兵教授围绕“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准确理解和把握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涵”、“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

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三个部分对如何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共同富裕展开具体讲述。

讲座最后，胡宏兵教授对本次讲述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在共同富裕的过程

中，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防权力与资本勾结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强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深刻认识促进共同

富裕的重大意义”。胡教授表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奋进、发挥新时代青年之

优势，为共同富裕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活动尾声，胡宏兵教授与在座老师同学进行了沟通交流，王秀景老师再次对

到场嘉宾表示感谢。本次文澜大讲堂之名家讲坛——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

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顺利举行顺利结束。

【财政税务学院】杨晓亮老师谈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

及其影响

（通讯员 罗昌玲）2023 年 4 月 14 日上午，“财”思泉涌·学术研讨会（第

42 期）在文泉楼北 601 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到了财政税务学院杨

晓亮讲师带来题为《Academic Capitalism: Does Open Access Undermine Fairness?》

的学术报告。会议由鄢伟波老师主持，财政税务学院部分青年教师以及研究生共

同参与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杨晓亮老师首先利用图表将 2000 年—2021 年间经济学、财政学领域的期刊

论文开放获取率与全学科领域进行对比，指出经济学、财政学领域的期刊论文开

放获取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上升率低于全学科领域。杨晓亮老师介绍了

现有的关于开放获取和学术出版方面的研究，发现现有的研究都证明了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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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显著提升论文的引用量，但在控制了期刊质量、学者年龄和自选择后开放获

取的积极效应有所降低。

杨晓亮进一步指出，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面临预算或资金的限制，在选择公

开发表时，需要对其文章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权衡，但当前关于这一决策和影响因

素的理论模型较少。因此，本文构建了公开发表决策行为模型，并假设相比不可

公开获取的论文，公开获取的论文会有更大的引用量，有资金优势的作者更有可

能为公开发表付费。通过设置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对于独立作者来说，其增加公开

发表论文的数量时，成本超过了收益。同时，添加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会削弱人

力资本的产物，并加剧研究之间的差距的假设进一步研究。

研究结论表明，作者拥有更多研究资金会显著提升论文的引用量，并且这一

效应对开放获取论文的影响强于订阅论文的影响；以合著者数量和声誉为代表的

社会资本可以缩短投稿到审稿之间的等待时间，而金融资本可以缩短审稿通过到

公开发表的等待时间。

报告过程中，参会教师就是否将学者的学术生涯因素纳入考量、论文作者的

数量对质量的影响等问题与杨晓亮老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会议现场讨论热

烈，部分老师对模型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鄢伟波老师对会议进行了简

要总结，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本次学术会议提升了同学们对于公开发表论

文行为决策方面的研究的关注度，增加了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也进一步

浓厚了学院的学术氛围。

知识产权南湖论坛共探高质量发展与知识产权法治保障

（通讯员 徐剑飞 胡怿书）携手演绎中国知识产权春天故事，共同唱响高质

量发展华美乐章。4月 15-16 日，2023 年知识产权南湖论坛国际研讨会在青岛举

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聚焦“高质量发展与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来自英国、美

国、德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的知识产权界专家学者和 800 余名全国各地知识

产权管理部门、人民法院、高等院校、企业、法律实务部门的学界精英、业内翘

楚、海内名宿齐聚美丽岛城，为建设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和保护方略积极建言献策。

此次论坛进行线上全程直播，观看直播人次逾 45 万。

本届论坛由我校主办，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知识产权学院、新时代科技革命

与知识产权学科创新基地、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文化和旅

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研究基地、国家知识产权培训（湖北）基地、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

和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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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申长雨向论坛

发来热情洋溢的书面致辞。中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局长王志成，中国知识产

权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明德，中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于慈珂，国家知识

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副司长刘菊芳，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司二级巡视员伊直，山东

省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王伟，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高级法官许常海，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审判长刘晓梅，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浩，青岛市

政府副秘书长王东翔，山东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罗公利，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

亮，阿里云董事、副总裁、总法律顾问秦健，阿里云混合云产品总经理谢宁，腾

讯研究院秘书长张钦坤，以及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周铭山，文澜资深教授、校学

术委员会主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吴汉东等出席论坛。发展规划部、科

学研究部、校友工作与社会合作部、国际交流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参加会议。论坛开幕式由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主任彭学龙主持。

周铭山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

迎，对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和支持学校学科建设特别是知识产权学科发展的各位领

导和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他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主要目标任务，面对新的

使命、目标和要求，知识产权界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

与会专家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为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知识

产权制度体系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知识产权保护方略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

新时代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南大也将继续充分发挥学科优

势，全面贡献中南智慧。

申长雨书面致辞，刘菊芳现场宣读。申长雨指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内激励创新、对外促进开放的重要作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深度参与知识产权国际

规则制定，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法治建设水平，努力书写新时代知识产权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希望与会嘉宾聚焦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交

流新观点、探索新路径、产出新成果，提出务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加快建设知

识产权强国、加快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王志成指出，从现在起到 2035 年，是党和国家全面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阶段，也是深入实施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加快推动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版权工作要在四个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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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版权工作的政治方向；二是全面加强版权保护，

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三是激励创新创造，推动高质量发展；四是讲好中国版权故

事，推动全球版权治理体系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加强知识产权法制保障，形成、支持全面

创新的基础制度，这为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

李明德认为，知识产权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应当对于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方案。他表示，在近二十年，知识产权南湖论

坛聚焦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结出丰硕学术

成果，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东翔说，南湖论坛已经成为我国具有重要和广泛影响力的知识产权专业研

究和国际交流平台，不仅是聚集和联系广大知识产权法学工作者的平台，还是展

示和传播我国知识产权法治事业成果的平台。举办本次论坛，不仅有利于推动知

识产权法治研究的前沿化发展，也符合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目标。青岛市愿意发挥基础优势，尽己所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提高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能力，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罗公利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次论坛围绕“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和宏观政策储

备，完善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开展交流研讨，

旨在进一步凝聚“以科学理论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以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共识，加快知识产权创造质量、运用效益、保护效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

平的全面提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文澜资深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吴汉东，中

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于慈珂，德国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

前所长 JosephStraus，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副司长刘菊芳，最高人民法院

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综合办主任许常海，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长刘

晓梅，阿里云董事、副总裁、总法律顾问秦健，阿里云混合云产品总经理谢宁，

腾讯研究院秘书长张钦坤等专家学者、行业大咖，依次围绕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

自主知识体系，让版权更好保障、赋能高质量发展，中国学者对知识产权理论研

究和制度建设的贡献，一体推进《纲要》《规划》实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新发展，数字

基础设施发展和法律规则探索、ChatGPT类产品生成内容版权问题等主题发表主

旨演讲。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黄玉烨和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

长孙法柏主持主旨演讲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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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为期两天，除主论坛外，还设置了七个分论坛，专家、学者和实务

工作者围绕高质量发展与版权法实施、专利保护与知识产权战略、高质量发展与

商标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与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时代互联网基础设施法律规范等专题进行

深入讨论。

4月 16 日上午，各分论坛代表分别报告了各分论坛研讨内容。知识产权学

院副院长、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詹映主持大会交流环节。

4月 16 日上午，论坛举行闭幕式。会上发布了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负责编纂

的《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2021-2022）》（以下简称《蓝皮书》）。知识产权

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刘超和《蓝皮书》主编彭学龙介绍新书出版情

况，吴汉东、刘超、彭学龙为新书揭幕。《蓝皮书》从 2007 年开始编撰，迄今

为止，已出版 12 卷。从本卷起，由彭学龙担任《蓝皮书》主编。明年，该书将

进一步精编，并在海外推出英文版。闭幕式由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胡开忠主持。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曹新明介绍了 2023 年“新叶奖”评审

过程并宣布评选结果。本次征文活动收到来自全国 80 余所高校以及律师事务所

的青年学者、实务工作者论文共计 241 篇。其中，知识产权基础理论 31 篇、版

权类 120 篇、商标类 24 篇、专利类 28 篇、知识产权其他热点问题 38 篇。文章

既包括知识产权法哲学、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国家安全、侵权损害赔偿等知识产

权基础理论研究，又包含大数据、元宇宙、人工智能、算法、审判体制改革等与

知识产权相关的热点问题研究。我校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凡等 10 名获奖

者获得“新叶奖”，吴汉东、李明德、曹新明共同为“新叶奖”获奖作者颁奖；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任祖梁等 10 名获奖者获得“新叶奖”提名奖，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宁立志、何炼红和杨建斌为获得提名奖的获奖作者颁

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辜凌云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彭学龙对本次论坛作总结讲话，对有关各方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本次

论坛是疫情放开以后召开的第一届南湖论坛，是一次场面宏大、阵容强大、研讨

热烈、成果丰硕的盛会，对出席嘉宾来说，也是一次春天之旅、学术之旅、友谊

之旅、浪漫之旅。论坛围绕构建知识产权制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国情的知识

产权制度体系的完善、实施保障展开，最终聚焦到高质量发展与知识产权法制保

障上。南湖论坛创立于 2004 年 4 月，始终以“砥砺学术、培育英才”为依归。

回望过去，南湖论坛悄然长大，如今已成蔚然大观，蜚声士林、享誉海外。他表

示，南湖论坛是一个属于全体知识产权人的学术平台，是一个开放、融通、移动

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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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南湖论坛先后在武汉、广州、深圳、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成功举办

十八届，已成为中国知识产权界的代表性学术会议和国际知识产权学术交流平台。

作为建校 75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本届南湖论坛在会场外特别举行了以

“弘扬学术 汇聚英才”为主题的 75 周年校庆暨知识产权校友会启动签名活动，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周铭山，发展规划部部长高利红，科学研究部部长张金林，

校友工作和社会合作部部长笪宁等出席了签名活动。会议期间，活动吸引了众多

参会校友打卡签名。

【金融学院】谢绚丽：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测度、

进程及影响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测度、进程及影响，主讲人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谢绚丽研究员

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数字技术与现代金融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余明

桂教授主持，在 2023 年 4 月 19 日（周三）文泉楼南 508 会议室进行。

讲座摘要：当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战略要务，而数字化转型

能否提升银行竞争力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回答，这与银行数字化的测度指标缺

乏密切相关。我们从战略、业务、管理三个维度构建了一套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指

标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了测度，为理

解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定量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银

行绩效、抵御新技术的冲击并促进渠道的转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

采纳对银行绩效有着差异化的影响。在不同的数字技术之中，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银行技术背景的高管也会增强数字技术采纳对绩效的作用。

嘉宾介绍：谢绚丽博士现担任北京大学博雅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她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

学教堂山分校（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获战略管理博士

学位，北京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和硕士学位。谢博士的研究方向包括创新创业、

数字化转型、海外发展，以及公司治理。她多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部等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发表于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Organization Sci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Management、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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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布 “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中国便民缴费产业

报告”、“政务数字化用户体验” 等智库研究报告。

【外国语学院】“文澜学者”讲座教授刘文飞：我为什么研

究俄国文学

（通讯员 胡素莉）2023 年 4 月 13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邀请首都师范大学

燕京讲席教授、我校“文澜学者”讲座教授刘文飞在文波楼 402 会议室开讲。本

次讲座以“我为什么研究俄国文学”为主题，讲座由学院俄语教研室主任朱红琼

教授主持，外国语学院俄语教研室全体教师出席讲座，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场

聆听。

讲座伊始，刘文飞教授回顾了自己俄国文学学习的契机。高考后，他与俄语

结下了不解之缘，后痴迷于俄国文学，一直致力于俄国文学研究，虽是机缘巧合，

但也乐在其中；接着，刘教授借助具体而生动的故事妙趣横生地讲述了从诗歌翻

译到文学探索的历程，鼓励同学们将兴趣与专业相结合，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之

路。

随后，刘教授从兴趣和目的两个方面具体阐释了研究俄国文学的原因。他强

调了学术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希望走属于中国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俄国文学

研究路径，竭力推动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他还表达了汲取异国语言长

处来融入、回馈、创新汉语的愿望

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师生们在交流互动环节踊跃提问。刘文飞教授就“文学

作品的政治性研究”、“文学的意义”、“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学业道路

选择”等问题与老师、同学们展开了深入交流。

最后，朱红琼教授对刘文飞教授的分享表示感谢。她指出，所有优秀的背后

都是极致的自律，希望同学们能够以兴趣为动力，不断提升自我行动力和执行力，

以典型为镜，向先进看齐。

南京大学张生教授为我校学子讲授革命塑造中国

（通讯员 李晗）4月 14 日下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为我校学

生讲授“革命塑造中国”，这是《百校百家共话百年中国》系列通识课程第八讲，

也是“三百”课程本学期最后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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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张生教授表示，“中国近现代史进

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由一场革命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国家的基本面貌和品质。”

张生从国际共产主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以及中国共产党三个角度入手，全

面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引导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一大召

开的情况。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为国民革命的发动奠定了军事

基础。他指出，国民革命的进程充分体现了依靠国外势力的不足，中国共产党毅

然走上了自己理想的中国革命之路，最终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最后，张生阐述了他的中国史观，一是没有国民革命，就没有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二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三是在世界历史中书写中国历史。

从当前国际形势看，这三条仍具有发人深省的重要意义。

张生的讲授引人深思，讲台下座无虚席，同学们听课热情高涨。刑事司法学

院 2021 级本科生蒋紫璇说：“永远牢记那段屈辱的、悲惨的历史，牢记革命先

辈的浴血奋战，牢记法西斯主义的丑恶嘴脸，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对

遇难同胞最好的缅怀。我们不能原谅侵略者，更没有权利替先辈原谅侵略者。同

时，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我们也应立足当

下，以史为鉴，让伟大抗战精神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与世界人民一同点亮和平

明灯，开创未来，砥砺前行。”

【文澜学院】西南财经大学 李丁教授：“Water afar off

quenches not thirst? The health benefits of the south-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n China”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Water afar off quenches not thirst? The health benefits of the

south-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n China，在 4.24（周一）14: 30-15: 30 文澴楼

709 教室进行。

主讲：李丁，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

现为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政部第三届全国基层治理专家指导

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等。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见于《经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经济学（季刊）》《金

融研究》《财经研究》和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Energy

Policy、China Economic Review、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 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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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s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expensive 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South-North Water Transfer (SNWT) project has diverted over

50 billion cubic meters of water from the Yangtze river to Northern China, which

raised extensive debate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justify the SNWT by providing

ex-post evidence on the causal effects of the project on public health. We rely on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middle route to implement a spatial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with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 of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e RDD estimates suggest that the SNWT reduced health

expenditure of affected residents by at least 54%, which is primarily due to the

reduced waterborne diseases, cancers and hospitalization for residents in Northern

China. Th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for residents live in urban area, arid area and

for those with access to tap water. The robust result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e for the

cost-benefits analysis of water infrastructure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

【文澜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 张鹏助理教

授：“Evaluating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 Separating Firm

Competitiveness and Ambient Effects”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 Evaluating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 Separating Firm

Competitiveness and Ambient Effects，在 4.24（周一）15: 30-16: 30 文澴楼 709

教室进行。

主讲：张鹏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发展

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副主编，SSCI 权威期刊

China Economic Review 副主编，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张鹏博士研究方

向为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他的论文发表在 The

Economic Journal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5篇）和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3篇）

等。张鹏博士于 2016 年 6 月获得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 2016-2020 担任香港理工大学经

济学助理教授。

摘要：Measur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ffect on firm competitiveness is
central to designing optimal policies. Existing studies document significant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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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s on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as measured b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A separate literature finds that air pollution lowers
TFP through its ambient effect on worker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cognition.
Extant empirical measure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effect reflect both. We develop a
boundary-discontinuity-difference-indifferences (BD-DD) approach to isolate the
competitiveness effect based on the idea that only regulated firms suffer the
competitiveness effect but both regulated and unregulated firms adjacent to each other
enjoy the ambient effect via spillovers. We apply the approach to a major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estimating the regulation’s effects
yields a 3.8% TFP decline among surviving firms at a total cost of CNY 30.2 billion
annually. The true competitiveness effect is 6.4% (51.6 billion). The implied ambient
effect is 2.6% (21.4 billion) among regulated firms. While difficult to quantify, the
ambient effect is also enjoyed by all proximate unregulated firms. Consistent with this,
we find that the ambient effect on control firms declines with distance from a
treatment region.

【文澜学院】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李子燃副教授：“水

环境规制与农业发展 —— 基于空间断点回归模型的实证

研究”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水环境规制与农业发展 ——基于空间断点回归模型的实

证研究，在 4.24（周一）16: 30-17: 30 文澴楼 709 教室进行。

主讲：李子燃博士 2017 年毕业于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教授，四川省专家服务团专家，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投资学、农业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科研成果已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Financial

Research Letters 等。

摘要：本文利用隐含在中国水质监测系统中的空间断点，实证评估了水环境

管制对农业发展的区域影响差异。由于河流顺流而下的缘故，水质监测站只能勘

测到上游区域的水质，因此地方政府存在对监测站附近农业污染排放差别对待的

动机。研究发现：（1）监测站上游县域的第一产业增加值相对于下游而言下降

约 32.2%；（2）上游县域的劳动力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均有显著上升，然而

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总产出却下降；（3）上游县域养殖排放的 NH3-N 水平值大

约下降 54%。另外，水环境规制上下游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差异影响仅存在于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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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该差异与县域农业规模大小相关，并且该差异仅出现 TOC 和 NH3-N 读数高

于阈值的监测站附近。进一步引入水流速度和水资源总量构建断点差分模型，我

们发现水流速度会削弱监测站对上游县域的的抑制作用，并且水资源丰富的上游

县域所受的管控也会更弱。

【文澜学院】武汉大学 沈波 副教授：“Competition Policy in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 Competition Policy in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在

4.24（周一）14: 00-16: 00 文澴楼 711 会议室进行。

主讲：沈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理

论、微观经济理论、竞赛设计理论、平台经济与反垄断等。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

学与管理学国际顶级和一流期刊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Inquiry 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

项目。

摘要：Digital platforms, such as Alibaba, Amazon, Facebook, Uber, have

transformed the nature of our daily life. These multi-sided platforms typically get two

or more distinct groups of agents on board, provide service to these agents, and enable

interactions among them. Markets where platforms are prevalent have been

scrutinized by many competition agenci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some

conducts adopted by dominant platforms have been considered anti-competitive. This

lecture will discuss competition policy issues in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

including the essential definition of markets, the notion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ractices such as exclusivity, mergers and collusion.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伦敦大学学院陈焕发博士应邀为我

院师生讲座

（通讯员 骆金瑶 汤小林）2023 年 4 月 13 日下午 15：30，伦敦大学学院陈

焕发博士应邀为我院研究生学子开展题为“空间优化选址模型：最新进展与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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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讲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安全与工程学院杨俊副院长主持讲座，信

息安全与工程学院全体研究生参加讲座。

讲座开始，杨俊副院长向与会人员简要介绍了陈焕发博士的研究方向和学术

成果，并对其在百忙之中能够为我院开展讲座表示由衷感谢。

本次讲座，陈焕发博士主要结合个人经历和相关理论研究介绍了空间优化选

址的内容以及应用，以共享单车、快递、学校选址等为案例进行了阐述。并且详

细向大家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帮助师范学校学生选择实习地点的项目，该项目主要

是让学生能够综合考虑自己的实习要求和距离等各方面因素优化选择实习地点。

陈焕发博士同时还向同学们介绍了由他们团队开发的开源软件，可以为设施选址

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可容纳多个线性规划求解器并且易于扩展。

最后，我院师生与陈焕发博士进行了积极的学术交流，陈焕发博士针对师生

们的疑问和困惑进行了细致的解答。交流结束后杨俊副院长对陈焕发博士的精彩

分享表示衷心感谢。相信我院师生通过此次讲座对于空间选址一定有了更加深入

的理解，希望同学们能够将收获运用到后续的科研中，拓展研究思路和方向。

【经济学院】翟宇研究员来我院开展讲座

（通讯员 刘青）4月 14 日下午，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研究员翟宇在

经济学系会议室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半封建概念在中国兴起的背景”的讲座。

讲座由经济学院副院长宋丽智教授主持。

翟宇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其研究的缘由。他指出，以往对半封建概念的研究存

在大而化之的现象，有关这一概念的很多看法不甚准确，部分观点与史实相悖，

很多人云亦云的错误看法在学界长久流传。因此，有必要匡正相关研究中的疏失

和错误。通过详细梳理前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半封建概念的论述，

翟宇研究员认为，以往涉及半封建概念的研究存在五点缺项和错误：第一，以往

研究径直得出经典作家首先使用半封建概念的结论，而没有注意到经典作家之前

这一概念在西方的变迁情况；第二，即使把研究范围限定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以

往研究中认为恩格斯先于马克思使用半封建概念的判断仍是错误的；第三，以往

研究认为，恩格斯首次运用半封建概念是在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系列

文章中，但事实上早在 1853 年 3 月完成的《英国的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一文中，

恩格斯已提到了这一概念；第四，很多研究暗示或明确认为列宁是使用半封建概

念指涉近代中国的第一人，忽视了在列宁之前已有西方人如此表述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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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列宁应是从社会性质或者社会形态的角度使用半封建这一术语来定性近代中

国的第一人；第五，以往研究只是摘取经典作家关于半封建概念的少数论述，缺

乏对这一概念在传入中国之前整个变迁情况的研究，也就没有对这一概念在中国

兴起的背景作过详细探讨。

在提问阶段，翟宇研究员就相关问题与参会师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最

后，张连辉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讲座圆满结束。

【金融学院】卢建新：从学术出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作为一名在高校从教 20 年的专业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中，我深切地

体会到理论与实践有些脱离。为了发高端期刊论文，我们常常花大量的时间去钻

研高深的理论模型、收集庞大的微观数据、设计精巧的计量方程，但往往不愿意

甚至不屑去做一点点实地调查。诚然，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有不同的功能和目标，

但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代理学家朱熹曾言：“其为学也，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

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科技工作者要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为了

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我一直在积极寻找社会实践机会。

在建行、学校及院系领导的鼎力帮助下，我于 2022 年 7 月-12 月赴中国建

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挂职锻炼，在住房金融与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岗位上进行实践

和学习。房金部主要包括房金部本部、住房租赁业务中心和武汉个贷中心三个板

块。在挂职过程中，我主要参与前两个部门的业务。

2022 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发生了极不寻常的变化。6月底，湖北省住建厅发

布了《关于加快解决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住房困难问题的实施意见》（鄂建

[2022]1 号）。随后，我前往随州市进行政策专题解读。7月初，住房“断贷”

事件爆发，且愈演愈烈。我随即展开“‘断贷’事件：现状、原因、影响与对策”

的专题研究，并接受中央电视总台湖北总站的采访，报道《武汉“停贷风波”仍

未平息 个体冲突正在升级》，在中央电视总台刊发。

住房租赁是建行的三大战略之一，受到全行的高度重视，也是房地产行业中

重点发展的业务领域。8月份，在重点课题《建行介入住房租赁市场的效应研究》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在建总行研修院进行了“住房租赁主题科研成果分享”。

10 月份，根据住建部相关部门的要求，我联合建总行研修院展开“住房公积金

改革方向研究”。12 月份，针对新市民租房问题，作了《新市民租房攻略》的

公益讲座。根据省住建厅住房公积金处及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的要求，展开“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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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支持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先租后售问题研究”；根据武汉市房管局的要

求，开展“武汉市高校与产业园区住房需求调研”专题研究，并向省住建厅提交

了“关于湖北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想法”的专题建议，受邀参加省住

建厅“房地产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会”。在研究过程中，我先后到随

州市三个保租房备选楼盘、建信住房服务（湖北）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烽火科技

集团公司、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住建厅住房公积金处、市房管局住房保

障处等单位或部门进行调研，掌握一手资料。

在挂职期间，我参与并主持了 4个房金项目：《住房公积金支持从事基本公

共服务人员先租后售问题研究》《武汉市高校与产业园区住房需求调研》《住房

公积金改革方向研究》及《建行介入住房租赁市场的效应研究》，把专业知识广

泛用于社会实践，也从中汲取了大量养分。

在挂职期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论文，甚至都没有修改已经写好的学术论文。

我不确定我做的工作对实践到底有多大价值，但我的内心是满满的，我确信我走

对了方向。挂职给我带来几点深刻体会：

第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教师，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是“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初心，从专

业和学术的起点出发，融入到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去学习“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实践技能，从而有信心、有能力完成教师的使命。

第二，勤学苦练，扬长避短。社会实践是复杂的，我们常常面临着不熟悉的

工作环境、不熟悉工作任务、不熟悉的工作流程、不熟悉的工作方式……总之，

一切都是不熟悉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去熟悉这一切，然后勤学苦练，

尽快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工作熟手。由于我们是带着专业知识和技能去挂职的，都

有一技之长，因此，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一般而言，教

师的优势是理论知识丰富，善于把具体的问题提升到理论高度，不足是对具体的

操作流程或细节不太熟悉。因此，需要扬长避短，各尽所能。

第三，不耻下问，敢于实践。教师一般有极强的自尊心和知识优越感，常常

宁可自己观察学习、阅读资料，而不好意思去请教他人。在挂职过程中，常常会

面临各种前所未见的业务、事件等，这时最有效的方法是询问其他同事。不管其

学历、职位的高低，只要他们对这些业务、事件熟悉，有好的处理方法，都是值

得我们耐心请教的。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敢于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因

为对业务不熟就畏手畏脚，不敢实践。

第四，深入调查，及时总结。在挂职过程中，有大量的调研机会，可以深入

政府部门、企业组织、银行机构等进行广泛调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难得

的机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及时做好总结，发现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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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做会使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成长为一位业务熟手，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工作、教学和科研。

（作者系金融学院教授，2022年7月-12月赴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挂职）

作者简介

卢建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美

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及结项评审专家，财政部

PPP 中心入库专家，中国房地产中青年学者 30 人论坛成员，系 5位发起人之一，

湖北省住房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投资理论与实践、房地产

金融与投资、政府投资、公司金融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民政府

智力成果采购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武汉市住房保障

和房屋管理局重点项目、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研发项目、中交集团科技研发项目等

20 余项。出版专著 4部,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金融学院】肖春海：“十年埋头磨一剑”，产教融合铺路人

一、建行挂职总结：走进银行，充当人才培养搭桥人

建行挂职“千载难逢”好机会

首先真诚感谢学校和建行领导层的高瞻远瞩和担当精神，为我们创造了一个

非常罕见的机会。这次挂职让我们的老师能够走进银行，而非仅仅“走近”银行。

挂职老师担任业务与职能管理部门的副职，学习机会含金量极高。因此，在疫情

形势紧张之际，老师们顶住压力，积极对接，尽快上岗。我在元月中旬先行就位。

我国银行业有个规律，讲究“一年之计在于春”，抢抓早春业务布局，特别是“开

门红”行动，业务资源集中投放，充分体现企业经营规律的精髓。我全程参与，

深度体验，为建行人的进取与奉献精神所触动，为乡村金融部的同事们所感动，

深切体会到强化实体经济定位，勇于创新探索，服务乡村振兴事业的情怀。

建行挂职“牵线搭桥”明定位

教师到建行挂职的第一使命，就是努力学习，把行业发展前沿信息带回学校、

带进课堂、写成案例、写进教材。通过实地调研、积累素材、编写案例，为教学

提供最新的一手资料。通过深入了解、体会银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以及最新

人才需求动向，我们进一步清晰了对银行业所需复合型人才的精准“画像”，用

于完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指导各层次教学和实践培养活动。未来 3-5 年，

是银行业对数字化复合型金融人才需求的高峰期，金融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应该

按照“懂数知数用数”标准，加快调整专业及课程设置，增强师资配备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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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实践、实训、实验等多方面提供增强学生“数字力”的培养条件。我们需要

抓紧这个时代机遇，努力提高人才培养层次。

同时，挂职教师通过学习与观察，紧跟行业前沿动态，把对金融创新发展，

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感悟与同事分享，提供素材，激发科研新思路。当然，交流都

是双向的。挂职老师积极推动业界专家走进学校，担任实践教学、兼职导师任务，

共同育人。积极开展联学共建，举办多种学习活动，促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

学院银行管理教研室党支部、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乡村振兴部党支部、建行

研修中心华中研修院党支部一道，共同开展以“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为主体

的银校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建行挂职“看似无用”能作为

破除“读书无用论”。通过长期与银行业实践的接触，我认为，对金融、银

行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是有用的。坚持商业银行类课程教学，深入研究银行业发展

规律，就会拥有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这一点在老师们的挂职工作中得以证实和

体现。个人相信，我们的青年教师具有很大潜力。

满足建行当务之急。选择乡村振兴金融部门挂职，我是基于如下思考：乡村

振兴金融服务是建行新金融实践的重要支点。数字化是新时代金融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做好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需要借助数字化打法。但在现阶段，我国广大

乡村数字化基础薄弱，导致金融服务无从落脚。这就需要“产学研”相结合，研

究加强数字化底座建设，合理选择金融服务创新路径。挂职期间，我和乡村金融

部的同事们一道，探索农业经营贷产品创新，寻找新的数据源，优化农户信用贷

业务数据管理，强化风险控制。在学校进行专业学习研究所积累的银行经营理论

逻辑、解决问题的思路都发挥了作用，体现了产教融合的价值。

在挂职岗位上，我结合省分行乡村振兴服务工作的布局，以及突破性发展的

所需，提出新工作思路，以重点县市区为依托，以县域全域金融服务为突破，和

县市区党委政府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县域示范区建设，提出定位

于“县域金融首席顾问”角色积极推进建行转变县域金融服务模式。

在结束挂职回到学校之后，继续与建行湖北省分行保持合作，围绕乡村振兴

金融服务创新，我和团队成员一道，联手分行乡金部开展“乡村振兴新金融”系

列调研，既为学生培养提供实践机会，也逐步形成系列成果，为建行经营创新提

供决策参考。过去一年，推动金融学院社会实践项目与建行业务实践之间的“双

实践”融合。指导金融学院社会实践小组赴江陵县调研江陵县“优质粮食工程”

及土地股份合作社，所撰写的调研报告成果已被省分行乡金部采纳。目前，该方

向的调研活动正在继续推向深入，有望助力湖北省建行在业内率先实现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贷款业务创先的系统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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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行挂职的背后：坚守初心，甘做产教融合铺路人

建行挂职活动机遇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积极推进“产学研用”，

促进产教融合的必然。产教融合为我校进一步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指明了方向。为使我们的金融专业能够面向实践、面向未来，我有意识地把

各类挂职、社会服务活动和金融调研、问题研究，以及学生实践结合起来。过去

10 年间，我在服务湖北省浠水县、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时，以县域产业、县域金

融和三农金融为主线，构建金融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2021

年，金融学院与湖北省浠水县金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共建的县域金融综合化服务

浠水研究生工作站获批，是湖北省首批研究生工作站。疫情期间，坚持以咨询专

家身份参与、推进浠水县域金融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被浠水县组织部视同为“浠

水籍专家”，这是我莫大的荣幸。目前，我们团队带领研究生借助于研究生工作

站，在浠水县域金融发展规划、中小企业（科创型企业）评价模型等方面全面开

展工作。这次建行挂职，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对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创新

的研究工作，将会把“产学研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久久为功，止于至善。在政策加持、市场驱动，以及学校学院共同努力下，

在产教融合方向上勤勉务实，持之以恒，躬耕不辍，我相信必然会收获优质的人

才培养和社会的充分肯定。

【金融学院】宗翔宇：应用深度强化学习的大宗商品期货配

对交易策略研究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Pairs Trading on

Commodities，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数字技术与现代金融学科创新引

智基地的宗翔宇博士、研究员主讲，主持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数字

技术与现代金融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许泳昊博士、研究员。在 2023 年 4 月 25 日（周

二）文泉楼南 508 会议室进行。

讲座摘要：Pairs trading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in hedge funds. The arbitrage

opportunities of this strategy have shrunk over recent years due to its broad

applica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of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This project aims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 of conventional pairs trading strategies that can only use the

linear correlation， deviation and regression between asset prices. A novel

quantitative trading approach is proposed in this project based on a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lgorithm framework.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1)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to optimize the trading threshold in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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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s trading strategies to examine the full potential of conventional pairs trading

strategies; (2) introducing a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pairs trading model to

solve four key issues: reward function design,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rain

network structure design, invalid training problem, and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problem; (3) conduct the empirical analyses for different commodity pairs in both

domestic market and global market. Meanwhile, this project solves the problem of

multi-asset pairing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re-selection on the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odel.

嘉宾介绍：宗翔宇，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商学院博士。从事机器学习，

复杂系统理论与量化交易等方向的研究工作。在 Energy Economics，Economic

Modelling,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等国际期刊上发表过机器学习和复杂系统理

论相关论文，并担任多个国际一流期刊匿名审稿人。

【金融学院】投资系“商业银行公司信贷逻辑与分析框架”

主题讲座顺利举办

（通讯员 张渼浩）2023 年 4 月 16 日上午，2002 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投资

系工程管理校友、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分行公司业务部现代服务业行业主管喻青青

受邀为我院学子带来了一场“商业银行公司信贷逻辑与分析框架”主题讲座。讲

座由投资系副主任龙驰老师主持，房地产专业负责人王凌云等老师参加讲座，金

融学院学子通过线上形式参与。

首先，喻青青校友联系现实生活情景，介绍了国内商业银行业务体系，从机

构设置情况入手，表示商业银行可以简单划分为前台部门、中台部门和后台部门，

对本科生及研究生的职业发展路径进行了介绍，提示同学们注意考证的有关事项，

后续展示了公司信贷产品体系，将传统与新兴产品进行了典型产品列示，对银行

目前的放贷流程进行了简单叙述。接着，喻青青校友介绍了公司信贷的基本逻辑，

从信贷的实质是经营风险提出五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即：谁借款、借款者是做什

么的，贷款做什么用、拿什么还、还不了怎么办，讲解了贷款主体、经营、贷款

用途、第一还款来源、第二还款来源。

之后，喻青青校友围绕基本逻辑进行展开阐述了公司信贷框架，讲解如何调

查得出企业基本情况，股权结构图的正确样式，如何完整表达企业对外投资及关

联情况，如何清晰表达企业经营、财务以及偿债、抵质押担保能力情况，如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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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及行业进行分析，以案例进行了融资用途分析，其中重点讲述了如何通过资

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判断。

最后，喻青青校友以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经验作为基础，详细介绍了自己工

作的五点感悟，并以自己的多年的工作体验告诉大家，学好投资特别是产业或实

物投资知识，学好房地产经济知识，学好工程管理和概预算知识，对在商业银行

实际工作中做好企业评价和还款能力评估，有很大帮助，希望大家珍惜在校学习

机会，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在和与会师生进行友好交流后，龙驰老师对喻青青校

友的分享表达了感谢，此次讲座圆满结束。

嘉宾简介：喻青青，2002 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投资系工程管理本科，2006

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房地产经济学硕士（保送），国际财资管理师，现为中国工

商银行武汉分行公司业务部现代服务业行业主管，2008 年校招进入工行，先后

担任柜员、产品经理、对公客户经理、青山支行公司部经理，具备信贷高级资质、

项目评估中级资质，公司信贷经验丰富，2022 年荣获工行武汉分行“工银卓越

奖”。

【法学院】南湖公法研学论坛第 03 期——“完善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原理

与核心要义

（通讯员 庞远福）2023 年 4 月 14 日，南湖公法研学论坛第 03 期——“完

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原理与核心要义主题研讨，

在文治楼法学实验中心 302 会议室成功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

院庞远福老师主持，主讲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岑梓珩与范海天进行主

题汇报。硕士研究生杜钰文、薛泽林、周侃等进行与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

院刘雪姣老师作为嘉宾出席点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部分硕博研究生参加

了本次论坛。

主讲人岑梓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内涵、“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现实构造、“以宪法为核心”的基本指向三个方面展开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改革开放的时代特

征、层次性的结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想结构应具备宪法

的核心地位凸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的能力三方面要素。岑梓珩认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以宪法为核心”，以宪法为核心最

为重要的问题则是依宪立法问题，进而对为何需要依宪立法的问题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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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范海天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根本遵循。因为中国宪法实施呈现出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并行

的双轨制运行格局，所以他对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的实施主体、实施内容和

实施方式展开了论述。同时他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法律问题不断涌现，法

律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加以完善。

与谈人杜钰文认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和“不同宪法相抵触”的两种立

法表达，此二者都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

和必然逻辑，作为法体系统一体的地方立法也遵循此要求和逻辑。

与谈人薛泽林结合“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论断，

提出两个问题：（1）主讲人在报告中未将法律纳入合宪性审查范围是否妥当？

（2）全国人大作为审查机关是否存在自我审查的矛盾问题，当如何理解？

与谈人周侃提出我国在立法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红头文件，红头文件虽然不

是立法，但实际上发挥了立法的作用，甚至会影响公民的权利义务以及国家机关

的权责配置。由此提出如何把红头文件合理地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协调红头文件

与立法和谐统一的问题。

在点评环节，刘雪姣老师对今天的论坛活动以及两位主讲人的表现表示嘉许，

并提出三个观点：一是关于以宪法为核心的问题，需要解释清楚宪法与人民、政

党以及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二是关于如何激活宪法的功能，需要找到合适的途

径和制度进行保障；三是关于法律体系的问题，需要考虑制度供给是处于供给过

剩还是供给不足的状态，以此来思考如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

庞远福老师从形式、逻辑和内容三个方面对报告作出总结，并提出具体的建

议。在形式方面，庞老师建议同学们遵循论文的标准，包括摘要、关键词、标题

等，同时要确保报告格式统一和避免错别字；在逻辑方面，报告要有清晰的逻辑

结构，让读者能够理解报告的思路；在内容方面，庞老师对主讲人报告的几部分

内容进行补充阐述，同时提醒同学们不要仅停留在描述和引用理论的层面，要结

合具体议题展开分析论证。

最后，庞老师对刘老师和各位同学的精彩发言表示感谢。至此，本期论坛圆

满结束。南湖公法研学论坛旨在聚焦公法热点案（事）例、经典论著等，为同学

们搭建临场表达、会叙交流、聚论切磋的平台，将特定公法议题共同推向纵深，

论坛今后将在庞远福老师指导下长期定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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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许贤铭：大数据驱动的信贷风险管理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大数据驱动的信贷风险管理，由度小满金融科技大数据风

控团队负责人许贤铭主讲，主持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肖春海副教授，

在 2023 年 4 月 27 日（周四） 14：00-16：00 腾讯会议 799-300-613 线上进行。

讲座摘要：先简单介绍度小满公司及在金融科技方面的一些实践成果，接着

介绍度小满信贷管理理念和体系，并就具体场景进一步交流大数据驱动下信贷风

险管理技术。

嘉宾介绍：许贤铭，度小满金融科技大数据风控团队负责人。2010 年加入

百度，曾负责百度地图数据算法团队，打磨地图数据体验做到市场第一。2018 年

随着百度金融拆分，加入度小满，目前主要负责度小满金融科技大数据风控产品

研发、面向银行等机构的大数据信贷风险管理赋能。

【法学院】“Global Law Perspective第 14 讲：合同相对人

抑或合同当事人？”顺利举行

（通讯员 胡婷 王永胜 徐菁林 林怡暄）4月 20 日晚，我院民商法系李昊

教授组织的“Global Law Perspective系列讲座第 14 讲”在文治楼 615 会议室顺利

举行。德国科隆大学法学院民法、近代私法史和德国私法史教席教授 Hans-Peter

Haferkamp以“合同相对人抑或合同当事人?”为题举行了讲座。德国科隆大学

法学院学术助理Michael Küppers，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德国科隆大学法学

博士王立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陈大创，复

旦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学博士汪倪杰，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特聘研究员、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孙文作为与谈人出席讲座，由德国科隆大学

法学院博士生肖伟和我院讲师、德国科隆大学博士李金镂担任翻译，李昊教授担

任主持人。法学院众多学子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聆听。

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通过对教义学的反思引入合同当事人概念的变迁，

他表示教义学是一种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国家恣意的一种隔绝，但其只存在

于技术上，并不能挖掘其真正的价值，问题在于如何透过教义学的结构和逻辑，

去探究教义学的价值所在。技术性的教义学的风险在于对价值判断能力减弱甚至

丧失的强化，这也是德国当今法教义学最为诟病之处，也就是说教义学只关注什

么是什么的问题，却难以回答为什么，以及其意义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私法史，

作为一门必要的协同性学科，能够提供一种再语境化，即探究教义学背后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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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历史语境，藉此，更深入了解教义学，规避教义学的风险。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指出，合同当事人的义务并不限于遵守法律或者合同要求，当事

人必须去避免任何可能阻挠或者危及到合同履行的风险，缔约方的首要目标应当

是保障合同目的实现，这种保障合同履行的义务在法律上的依据是《德国民法典》

第 241 条第 2款中所规定的“债之关系按其内容使任何一方当事人负有顾及他方

的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提到了德国法律交易

中合同双方的关系由对手向伙伴转变的观念背景和历史语境，首先提到合同理念

的实质化进程，其可以追溯到维亚科尔等学者在上世纪 50，60 年代所强调的形

式的个人主义伦理向强调社会责任的实质伦理的转变，以及个人主义的经济社会

向超个人主义的服务性的功能型社会结构的转变，其间涉及到早期自然法与欧洲

共同法的伦理基础的回归，也涉及到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演化。但事实上，

越往前追溯，可以发现，这一理念图景的转变更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有

莫大联系。在纳粹时期，合同履行的目标不再是个人意思表示和个人意志实现，

而是实现社会功能和满足国家的利益追求，达到货物流通交换，进而促进经济发

展，尤其是服务于战争经济，基于债务关系建立的信任会使得合同当事人达成精

神合作，以便实现合同中共同设定之目标。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还提到了

图依布纳从卢曼的系统论角度对合同忠实合作义务的阐释，以大型企业集团和国

际公司为例，以及美国法律经济学，尤其是交易费用理论对合同理念转变的影响，

他认为对于经济的考量是教义学不可忽略的一个重点，在教义学的背后往往隐藏

着很深的政治，经济关联，启示教义学研究不能仅仅围绕在技术层面。

在与谈环节中，各位与谈人纷纷讲述了自己对“合同相对人抑或合同当事人?”

的思考并积极提问，现场学术氛围浓厚。

Michael Küppers首先作了题为“魏玛时期确保给付履行的附随义务”的报

告，谈到 1933 年之前确保合同履行的附随义务就是基于意思表示所追求的一种

利益实现，债务人不仅要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还要满足诚实信用原则

的要求。至于该种确保合同履行附随义务的功能，追求的是合同内容的完整性，

避免一些争议的发生。同时，也是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争端中的利益。

王立栋副教授针对雅各布斯教授提出的“卡纳里斯信赖责任思想受到了日耳曼团

体法思想影响”的观点，提出了卡纳里斯的信赖责任是否与纳粹有关的疑惑。陈

大创老师表示，当合同的外在目的被推至极端，或导致合同的私法基础被消灭，

在法律适用或解释时，应当多大程度上限制合同外在目的之影响？

汪倪杰老师提出，德国法上的附随义务概念是为了解决形式主义继受罗马法

的缺陷；附随义务与保护义务的伦理基础分别立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我国

《民法典》第 509 条存在立法规范和学说解释之间的割裂问题。孙文博士就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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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经济制度中的功能向 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提问，另

外对于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是否更适合解释近现代的私法，孙文博士也提出了自己

的疑惑。对于以上提问，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一一给予回答。

最后，李昊教授对与会人员表示了感谢，并表示非常期待 Hans-Peter

Haferkamp教授将来能来武汉访问。

【工商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5 周年校庆系列学术

讲座文泉工商•长江论坛（第 33 期）暨南湖农经论坛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40 期）成功举办

2023 年 4 月 23 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复

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做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5 周年校庆系列

学术讲座文泉工商•长江论坛（第 33 期）暨南湖农经论坛 2023 年第 1期（总第

40期），在文泉楼北 403 会议室成功举办了主题为“Transborder Spillover Effects of

Poverty on Crime:Apply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o Chinese Data”的讲座。讲

座由我系丁士军教授主持，学院 80 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

万广华教授首先向在座的师生抛出了一张中国经济增长的折线图，图中显示

2007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14.2%，而 2023 年第一季度仅为 4%，不及 2007 年的零

头。万老师指出这张图所反映出的经济增长放缓现象是我们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

并对此进行了分析，提出要从“需求”入手，修正解决问题的“药方”。

万教授从多个方面介绍了该项研究的现实背景，肯定了中国的减贫“神话”，

对减贫过程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减贫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特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据此，万教授引入到讲座主题本身，通过

对研究动机、文献、可能产生的贡献、相关数据模型、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的介

绍，引出了结论即贫困不仅会带来犯罪的增长，且其对其他省份的影响大于对本

地的影响，其溢出效应取决于省域之间的距离、劳动力市场、方言等一系列因素。

同时，万教授还指出增加社会治安力量对于解决由贫困引起的犯罪问题是治标不

治本的，将重点放在减贫上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疑惑，万教授一一进行解答。现场气氛

活跃，同学们表示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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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丁士军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并叮嘱大家学习和借鉴万广华教

授严谨的研究逻辑，选好学术研究的主题和方向。在全场师生热烈的掌声中，本

次讲座圆满结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聚焦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建

设中的重大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进行研究，致力于推动产学研用合作，

围绕重大决策、重大实践、重大创新、重大问题，立体化服务乡村振兴、农业强

国伟大实践。

《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财政再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专题研讨会成功

举办，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工作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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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举办。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副校长周铭山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教授、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副校长陈彦斌教授代表《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工作委员会发言。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代表“财政再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课题组发言。

与会嘉宾包括云南财经大学原校长伏润民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王乔教

授，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骁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白彦锋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文澜学院院长龚强教授，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毛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罗楚亮教授，浙江大学经

济学院副院长方红生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明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马光荣教授，北京大学财政系副主任刘冲教授等专家

学者（排序不分先后）。本次研讨会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收

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副主任张克中教授主持。研讨会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00 多名专家学者参会。

会议伊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周铭山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周铭山教

授向莅临本次会议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和感谢，介绍了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新突破，表示学校会全

力支持《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简称《手册》）的相关工作，并表达了对本次

研讨会成功举办的美好期待。

然后，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教授代表《手册》工作委员会致辞。刘伟教

授指出，《手册》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从经济理论的

演变历史来看，知识体系既需要依靠教材呈现，也需要研究手册的支撑。教材的

核心作用是明确知识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手册的定位与教材不同，

是面向广大经济学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是引领各领域研究方向的重要指南。

刘伟教授表示，经过多轮专家研讨会的反复论证，确定了首批《手册》涵盖的核

心章节与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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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中国金融学等分册。目前各章节初稿已经基本完成，为了进一步提升手册编

写质量、凝聚共识并扩大学术影响力，《手册》工作委员会今年将召开系列专题

研讨会，以各章作者为主要发起者，邀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章节内容进行

深入研讨，共同提升《手册》编写质量。今年 3月份和 4月份已经先后在山东大

学和北京工商大学举办了第一场和第二场专题研讨会，今天的会议是第三场专题

研讨会，后续还将在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陆续举办专题研讨

会。

接下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陈彦斌教授介绍了《手册》的两大意义和

五大特征。陈彦斌教授指出，撰写《手册》的第一大意义在于打造中国自主的经

济学知识体系的全国学术共同体。《手册》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

载体，其落脚点并不局限于最终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打造汇集全国顶尖专家学

者的学术交流平台和学术共同体。第二大意义在于构建和完善全国经济学研究的

学术生态体系。《手册》与中国经济学教材将会不断改善以往中国经济学体系中

学术研究、教材编写与理论建设相互割裂的问题。聚焦学术前沿的学术期刊、聚

焦归纳梳理研究动态的《手册》以及聚焦凝练原创性理论的中国经济学教材三者

之间将形成完整闭环与良性互动。进一步地，陈彦斌教授强调，《手册》具备五

大典型特征。一是权威性。由于《手册》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载

体，所以每章都应代表该领域的顶尖权威水平。二是问题导向性。《手册》坚持

问题导向，按照中国经济系列重要问题来编排各章，才能避免成为增加了中国数

据、中国案例的国际手册的中国版。三是提炼性。《手册》不能仅停留于对概念、

学说或范畴的阐述，而应该突出提炼性，要针对所聚焦的中国经济重大现实问题

努力提炼出具有一定共识度的研究分析框架或研究方法论。四是共识性。《手册》

要充分总结归纳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力求把不同学说观点都纳入其中。五是指

引性。《手册》除了提供该领域的高质量文献、典型事实、分析框架，还需要为

未来五至十年的研究提供具有指引性的研究方向。

随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主任

杨灿明教授介绍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财政再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章

节的主要内容和编写进展情况。杨灿明教授指出，“财政再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实

现”章节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具体讨论财政

如何进行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问题。本章节从四个方

面展开研究探讨，分别是“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的内涵”、“促进共

同富裕的财政再分配政策”、“财政再分配与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构

建中国特色财政再分配体系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在进行详细介绍后，杨灿明教

授期待会专家学者对本章内容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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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交流环节，与会专家围绕该章节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对

这一章节的主要内容给予了肯定，指出这一章节主题较为明确、问题导向较为鲜

明，研究内容较为丰富、思路较为清晰，紧扣中国财政再分配和共同富裕实现的

目标、中国特色较为突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并从逻辑性、思想

性、创新性和适用性等角度对该章节进一步修改完善进行了讨论，从财政再分配

内涵和政策最新前沿、分析理论框架提炼、数据库构建、历史脉络梳理等方面提

出了建设性建议。杨灿明教授对与会专家的建议进行了回应，对各位专家的宝贵

建议表达了感谢，并表示会进一步按照专家建议完善该章节的写作内容、提高写

作质量。此次研讨会的圆满举办，进一步凝聚了共识、廓清了思路脉络，为提升

《手册》“财政再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章节的编写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手册》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旨在提炼中国学者的原

创性贡献，构建中国经济重大问题的一般性分析框架，由樊丽明、范从来、龚六

堂、郭庆旺、顾海良、黄群慧、林毅夫、刘伟、佟家栋、杨灿明、张军（按姓氏

拼音排序）等数十位权威学者共同撰写。《手册》系列专题研讨会旨在围绕各章

节内容展开深入交流研讨。2023 年 3 月 18 日在山东大学成功举办了“转移支付

与区域平衡发展”章节的专题研讨会，4月 16 日在北京工商大学成功举办了“房

地产与中国宏观经济”章节的专题研讨会。本次会议是《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

工作委员会主办的 2023 年系列专题研讨会的第三场会议，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和

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针对“财政再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一章节的核

心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且形成了多方面建设性修改意见，有助于提升《手册》

的撰写质量。

【财政税务学院】张平老师谈中国财富不平等的来源

与形成机制

（通讯员 王健龙）2023 年 4 月 21 日上午，文澜财税论坛（第 12 期）在文

泉楼北 603 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张平副教授为我们带来题为

《中国财富不平等的来源分解与形成机制（1995-2018）》的学术讲座。活动由

财政税务学院叶菁菁教授主持，学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参与了本次学术交流活动。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63

首先，张平老师通过一个例子向我们简单介绍了目前存在的终身收入小于总

财富量的现状，并向我们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富差距逐步扩大的情况，即

通过自身劳动收入积累财富的困难在不断加大。同时，张老师指出，中国家庭资

产的 70%左右是以房产的形式体现的，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因此，房产是导

致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接着，对于不同的选择为什么会导致资产的情况差异较大，张老师运用国民

分配利润和公共服务资本化两个理论进行了分析。在国民分配理论中，张老师将

总收入的构成分为居民部门收入、企业部门收入和政府部门收入，其中政府部门

收入是最重要的收入，因为政府部门的收入会转化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的提升，最终通过公共服务资本化理论资本化至房产价值。

最后，张平老师对本次研究的结论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张老师认

为：第一，城镇家庭逐渐扩大的不平等主要来自住房差距以及区域间财富组间差

距；第二，房产增值收益是各收入阶层家庭积累财富的最主要机制；第三，历史

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使得中国人对住房拥有率的偏好更高，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多

数中低收入群体也能从房产增值中积累财富。基于以上的结论，张老师提出了几

点政策建议：一是扩大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提高总体的住房率，

三是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努力缩小区域间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对

于房地产税和财富税，应以抑制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为导向，通过先试点、后推

广的方式稳步进行。

报告结束后，参会老师及研究生提出了不同想法和见解，并同张平老师就房

产税实施的现实困难和未来可能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主持人叶菁

菁老师对本次学术交流活动进行了总结和点评，并再次对张平老师的分享表示感

谢。至此，本次学术讲座圆满结束。

中国法学会徐显明副会长为我校师生作专题讲座

（通讯员 钟开炜 王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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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悟、准确把握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4月 22 日

下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教授应邀在中原楼七楼报告厅以“习近平法治思想

与中国法治道路”为主题，为学校 75 周年学术校庆“中南大讲堂”名家讲坛做

首场报告。校长、党委副书记杨灿明，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覃红，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姚莉，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申祖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周铭山参加报告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64

会。党（校）办、法律事务部，纪委办、巡察办，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

委统战部，研究生院，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院班子、法学各二级

学科带头人、系主任，理论法学系、宪法与行政法学系全体教师，社会治理法学、

纪委监察学、党内法规学、国家安全学等交叉学科全体教师以及部分学生代表参

加学习。报告会由姚莉主持。

徐显明教授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国法治道路”这一主题，从习近平法

治思想产生的重要意义及特征、为什么要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全面依法治国、以

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方法论和辩证法四个方面展开介绍。

徐显明教授联系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理论与实践，深刻阐释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和系统性四个显著特征，强调当前中国法治

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为什

么要依法治国”这个问题，徐显明教授从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国际共产运动的

教训、党的执政经验、法的原理四个维度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阐述，指出中国式

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是历史和人民共

同的选择。在谈及“怎样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问题时，徐显明教授强调，要以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目标和总抓手，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

的“十一个坚持”为根本遵循，发挥其纲举目张的作用，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全过程都严格要求，才能最终推动实现

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气象。最后，徐显明教授分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方法论和十

大辩证法，着重阐述了政治与法治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姚莉总结时表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学习和研究习近平

法治思想是一项长期且十分重要的工作。徐显明教授的辅导报告内容丰富、立意

高远，充分展示了杰出法学家、教育家、理论家的卓越风采，学校将进一步推动

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扎实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

研究，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中南大智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特色基地（养老）

与应用主体、技术主体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专题研讨会

4 月 19 日下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首义校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特色

基地（养老）与智能养老领域的相关应用主体、技术主体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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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专题研讨会。参加签约仪式的有来自湖北省内外的 10 家应用主体和 9家技术

主体的法人代表或负责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杨灿明出席签约

仪式并讲话，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周铭山，校社科院副院长杨苗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前，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国家智能养老特色基地的实验室。智慧养

老研究院执行院长何泽仪博士进行了现场讲解和演示。在智能养老科技展示大厅，

与会代表考察了国家智能养老特色基地的数据中台建设。国家智能养老特色基地

团队通过协作攻关，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完成了养老场景物联网感知、多源融

合行为识别、端云协同大数据计算、数据挖掘与可视化分析、个体评估干预机器

学习、语义引擎报警系统、菜肴图像识别营养评估和流数据决策树算法等八大核

心技术的研发，初步形成了“硬件+软件+服务”的闭环结构。代表们随后观看了

智能养老信息大屏的实时演示。在智能养老应用场景体验馆，与会代表观摩了社

区失智照护中心场景、养老机构失智照护场景、养老机构失能照护场景、与子女

同住居家养老场景和独居/纯老居家养老的应用场景。

签约活动在基地实验室会议室举行。周铭山主持签约仪式。杨灿明发表致辞

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他表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建设主体申报的国家智能

社会治理实验特色基地（养老）成为中央网信办等八部委联合确定的全国 10 家

入选国家智能养老特色基地中的唯一独立申报和建设高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

度重视国家智能养老特色基地的建设，致力于打造“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杨灿明强调，今天参加签约仪式的应用主体、技术主体均是该领域中的优势主体，

多年来与我校有着良好深入的合作关系，合作成效显著。下一步要进一步深化与

拓展合作领域，在规模和质量上继续提升。杨灿明进一步指出，传统养老模式因

受到养老观念、养老院环境、信息不对称等条件制约，在当前老龄化社会中受到

重重挑战。智能养老以新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护理压力大等问题，破解了养老

服务痛点。未来国家智能养老特色基地将在标准化研究、人才培养培训、联合技

术攻关等方面与签约单位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共同推动智能养老事业和智

能养老产业协同共进、高质量发展。

周铭山代表学校与应用主体、技术主体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提升适老化服务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追踪问题调研、开发实

验应用场景等几大领域展开合作。签约过程中，杨灿明站在签约台上，见证签约

仪式并和与会代表一一合影留念。

在专题研讨环节，各应用主体、技术主体的法人代表或负责人均作了发言，

对此次签约活动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以此为契机，加强和国家智能养老特

色基地的深入合作。专题研讨中，与会代表围绕着智能养老服务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发表了独特见解，展开了深入讨论。活动结束之际，智慧养老研究院执行院长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66

何泽仪博士对需要协同攻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城乡社区社会治理湖

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养老机构协会秘书长李波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

感谢与会单位对基地工作的大力支持，期待双方的合作更上一层楼。

【哲学院】哲学院举行政治学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

专家座谈会

为进一步加强政治学系学科建设，明确专业发展方向，增进同兄弟院校的交

流合作，4月 22 日下午，哲学院政治学系在文沛楼 319 召开学科发展及专业建

设专家座谈会。国家级人才工程特聘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政府

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教授；国家级人才工程特聘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吉

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张贤明教授；国家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

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林教授应邀出席了本次座谈会。哲学院党委书记刘琳琳、

副院长万健琳、政治学系主任刘新华、政治学系副主任罗雪飞及各教研室骨干教

师参会。会议由万健琳主持，与会专家与教师就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挑战与应对、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政治学专业的转型和发展、政治学学科人才培养方式改革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刘琳琳书记首先对各位专家的莅临表示欢迎，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院学科

发展和专业建设的支持，希望对学院政治学系未来发展方向及专业建设多提出宝

贵意见和建议。随后，刘新华教授代表政治学系分别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项

目申报、成果产出、学生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其后续举措等几个方面汇报了近年

来的学科和专业建设情况。随后，三位专家认真仔细翻阅了相关材料，对政治学

系近年所取得的建设成果表示高度肯定；针对我院政治学系未来发展中面临的各

种困境和问题，专家们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涵盖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

研团队打造、专业转型升级等多个方面。

会议的最后，刘琳琳书记与万健琳副院长在对评审专家表达感谢的同时，根

据专家建议梳理了下一阶段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的工作重点。哲学院将根据三位

专家的建议有的放矢地规划改革方案，明确政治学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加大对政

治学专业的支持和投入，全面提升政治学学科硬实力。政治学系全体教师也将踔

厉奋发、励精图治，扎实推进学科发展和专业转型升级，争取将政治学建成校内

有地位、学界有声音、国内有影响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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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5 周年校庆系列学术

讲座南湖农经论坛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41 期）成功举办

2023 年 4 月 26 日，我院农业经济管理系邀请中国台湾清华大学荣誉退休教

授、中华财经发展协会理事长黄宗煌教授做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5 周年校庆系

列学术讲座暨南湖农经论坛 2023 年第 2期（总第 41 期），在文波楼 111 智慧教

室成功举办了主题为“循环经济发展对 GDP、就业和 CO2 的影响评估：兼论经

济成长对碳排量的贡献”的讲座。讲座由系主任邓远建副教授主持，屈志光博士、

孙绘淳博士、史战文博士以及学院 60 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黄宗煌教授分别从研究动机与目的、当前低碳发展的危机与倡议、循环经济

与净零转型的推动策略、排碳量与 GDP的关联、循环经济效益的评估方法与成

果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

对于研究动机和目的，黄教授提出了“增长”与“去增长”的概念，并对二

者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去增长”是正确的，那么追求“增长”是否是

一种罪恶？这个问题引发了在场听众的深思。随后，黄教授对人类发展指数值变

化图进行分析，提出了低碳发展面临的 14 个危机并给予相应的倡议。黄教授还

以气候变迁与极端气候冲击为例，分析净零排放的重要性。黄教授指出，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从线型经济社会转型为循环经济社会，并以我国台湾能源、产业、生

活和社会四大转型为例，阐述了循环经济与净零转型的推动策略。随后通过分析

EKC曲线图，探讨了碳排量与 GDP增长的关联，即二者虽然存在统计关系，但

GDP增长并非碳排量增长的“元凶”。最后，黄教授强调要选择适当的评估方

法来分析循环经济对不同发展策略的效率。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疑惑，黄教授耐心解答。现场气氛活跃，

同学们表示收获颇丰。最后，邓远建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并强调本次

讲座对同学们的理论认知和实际行动有很强的启发，叮嘱大家要进行深入思考。

在全场师生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聚焦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建

设中的重大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进行研究，致力于推动产学研用合作，

围绕重大决策、重大实践、重大创新、重大问题，立体化服务乡村振兴、农业强

国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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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明教授出席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事诉讼法治发

展高端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通讯员 彭锐 付玉）近日，“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事诉讼法治发展

高端论坛”在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北分院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法学院系、科研

机构与司法实务机关、媒体部门共三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

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社会治理法学学科带头人、湖北法治发展战略

研究院院长徐汉明教授应邀出席并作主题发言。

徐汉明以《论中国式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新道路》为题作主题发言。他分

别从中国式刑事诉讼法治体系的科学内涵、中国式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制度特

色、中国式刑事法治程序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功能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徐汉明

教授说，中国式刑事诉讼法治体系是程序法治现代化的逻辑表达，是实现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同时还是人类程序治理文明的中国范式。中国式刑事诉讼

法治现代化以“程序正义”“严格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实体正义

与程序正义协调统一。他还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法治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及其宏大实践，体现

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

徐汉明认为，基于“覆盖全程、节点控制”的法律监督体系，以惩罚犯罪、

保障人权为目标任务，中国式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遵循分工负责、配合制约的程

序控制机制，建构起分工负责、配合制约的程序控制体系，形成权责清晰、发动

追诉的犯罪治理模式。他说，中国式刑事法治程序治理现代化之价值功能一共有

四点。一是，定分止争，权利救济；二是制约公权，保障人权；三是维护公平，

守卫正义；四是促进和谐，增进“法福祉”。他认为，刑事诉讼治理法治现代化

在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修复受损秩序、化解社会矛盾，让人民群众增强“法福

利”的获得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据悉，本次会议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共同承办。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肖菊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任委员徐显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敬大力，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王守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游劝荣等领导同志到会

并发表讲话，三十余位法学理论和实务名家发表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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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院】汪信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2023 年 4 月 25 日晚 7点，哲学院在文沛楼二楼会议室举办了 2023 年文澜

大讲堂·新时代研究生思政金课之名家讲坛第一场讲座。哲学院邀请到武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汪信砚教授为全院研究生讲授思政

金课。本次讲座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讲座由哲学

院院长王雨辰教授主持，陈食霖教授、李白鹤教授、张佳副教授、柳丹飞老师及

哲学院博士生、硕士生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汪信砚教授首先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他指出，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

和历史实际的结合。接着，汪信砚教授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和

关系，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促进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

不开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他

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发展，

总结中国经验，进而指导实践，丰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后，汪信砚教授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世界化和民族化统一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实现

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在汪信砚教授的讲授中，在场师生认真聆听，积极思考，深受启发。讲授结

束后，王雨辰院长对汪信砚教授的精彩授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本场讲座进行

了总结。他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体现。并强调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

潮，学术研究要真正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本次研究生

思政金课使研究生们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坚定了马克

思主义理想信念。

【法学院】“Global Law Perspective第 15 讲 民事诉讼举证

责任体系与模式现代化之新发展”顺利举行

（通讯员 胡婷 谢思勤 何香梓 汪文雅）4月 24 日晚，我院民商法系李昊

教授组织的“Global Law Perspective 系列讲座第 15 讲”于文治楼 615 会议室顺利

举行。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德国雷根斯堡大学法学博士刘明生教授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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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举证责任体系与模式现代化之新发展”为题举行了讲座。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法学院教授袁中华，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哲玮，清华大

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任重，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

师曹志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陈爱

飞、王瑞祺和张博作为与谈人出席讲座，李昊教授担任主持人。法学院众多学子

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聆听。

刘明生教授首先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与举证减轻三阶层体系谈

起，简要阐述了三阶层的核心要义。在第一阶层“举证责任分配标准”中，规范

理论认为，从法定之举证责任规范可以导出一般性举证责任分配之规则，主张权

利存在之当事人，就权利根据规定事实之构成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而主张权利

不存在之当事人，就权利阻止、权利排除、或权利消灭规定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

任，强调举证责任的定性化。在第二阶层“举证责任转换之举证减轻”中，他介

绍了举证减轻意为使原来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产生举证减轻的效果，但又不应

当只限于举证责任减轻，否则会导致举证狭隘化，并介绍了台湾地区“民事诉讼

法”第 277 条但书规定的举证责任转换之类型与功能。他提出，应当运用法学方

法论观点研究举证责任，把举证责任减轻的类型做更细的区分，并将举证责任转

换之举证责任减轻细分为两大类型：法定举证责任转化之类型、因显示公平而生

之举证责任转换类型，并逐一介绍了两大类型中的具体类别以及二者间的补偿关

系和回复调整关系。在介绍个别事件待证事实举证责任转换之类型与体系时，刘

明生教授结合病历记载义务违反和商品瑕疵责任中的举证责任转换作了详细阐

述。在第三阶层“举证责任未转化之举证减轻”中，他分析了证据评价或证明度

降低等举证减轻方式，从比较法思想着手，详细阐述了表见证明理论及其适用，

并通过医疗诉讼举证责任、人工智能产品诉讼举证责任等例证的演示引入了现代

化的举证责任分配与减轻，同时提出了体系化的解决方案。

在与谈环节，各位与谈人纷纷讲述了自己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体系与模式

现代化之新发展”的思考并积极提问，现场学术氛围浓厚。

袁中华教授认为讲座有几个特点：法概念的准确运用；对规范说法教义的遵

守；结合民法的法解释学操作；证明责任问题的体系化解决。他同时指出，第二

个阶层中存在两种类型，其一是与实体法一般条款确定的某个要件的举证责任分

配相反的方案，比如过错推定转换了过错的举证责任；其二是法官通过漏洞填补

而发展的与规范说的分配方案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前者是符合规范说且符合实

体法的，而后者是不符合规范说且不符合实体法的。由此，他对举证责任三阶层

的区分标准的统一性提出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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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哲玮副教授表示对刘明生老师构建举证责任三阶层体系这一法学方法论

上的探索深表钦佩，同时强调了刘明生老师将德国民诉基础理论研究与包括自动

驾驶、人工智能在内的现代化情景相结合的前沿意义。他也提出疑问，多层次的

证明度（证明标准）在审判实务中较难被审查和检验，法官可以通过卷宗制作术

来规避证明标准的达标要求，应当如何平衡证明标准的客观刻度与自由心证的主

观判断之间的张力？

任重副教授谈到，本场讲座体现了三个层次的有机融合，一是有机融合德国

法和本土创新，二是有机融合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说和本土证据偏在以及证明困境

等相关司法现象，三是有机融合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证明责任分配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定位、民法典中“但书”与证明责任、证明

减轻的对应关系以及大陆民法典编纂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

曹志勋询问刘明生教授，是否只有要件事实或主要事实才有证明责任分配问

题，如果不限于此，还有什么事实也应适用证明责任？与此相关，针对源自日本

法的辩论主义三原则的传统见解，应当如何从德国法角度加以认识？

金印副教授表示可以功能性地考虑举证责任问题，运用证明责任倒置等法律

设置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可以抛开特别具体的概念，从阶梯层次中学习举证责

任是这一讲座的收获。此外，他就借款合同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过错推定与诉讼

时效要件在举证责任上的差异、证明责任分配的确定方式等具体问题提出了疑问。

陈爱飞老师由讲座内容联想到了保全程序中初步证明标准的降低，并将其归

结为法官的自由裁量问题，同时向刘明生教授提问，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与私益诉讼相比，其初步证据的要求是否有所不同？同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时所需提供多项“初步证据”应当如何理解，又应当分别证明至何种标准？并

表示在刘明生教授的讲座与著述中收获良多。

王瑞祺老师就举证责任体系中三个阶层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肯定该体

系将实体法规范对应到举证体系中，实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为二者的研

究提供了良好思路。他以事案解明义务为例对第三阶层适用的范围界定提出疑问，

指出要平衡好抽象标准和具体诉讼场景选择之间的关系，提高证明标准在具体诉

讼场景中的可操作性。

张博老师指出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具象化，并对举证责任体系

将释明程序放入第三阶层提出疑问。

针对各位与谈人的提问，刘明生教授回应认为，首先，在他提出的三阶层体

系架构内，第一阶层乃以规范理论作为举证责任分配标准：虽然权利根据规定要

件事实与权利障碍要件事实（权利阻止要件事实之存在）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分困

难，但仍宜承认权利障碍要件事实由被告自始负有举证责任。Prütting教授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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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法但书规定、除外规定与推定规定理解为相对于规范理论一般规则之特别规则，

并称之为修正的规范理论（《举证责任分配与举证减轻新发展》专书第 26 页），

同时认为上述法定举证责任转换与法续造举证责任转换均为举证责任转换类型

（《举证责任分配与举证减轻新发展》专书脚注 32）。因此他才将举证责任转

换的两个类型放在第二阶层这一同一阶层（其共同特色为就第一阶层规范理论进

行调整）。其次，民事诉讼原则性证明度或证明标准如何设置？符合如何要件可

为证明度降低？证明度降低至何种程度始为适当？具有程序上的重要价值，其具

有法规范性质，可成为最高法律审权审查的对象。报告中提及的盖然性标准乃一

项参考数值，于实际诉讼中法官于证据评价时，需要依据证据调查的结果，评估

经验法则盖然性高低，而判断是否已形成完全确信，不能以低程度经验法则得出

该事实已形成完全确信。第三，民事诉讼证明对象主要为事实，其不限于主要事

实，也包含间接事实与补助事实。就上述三种事实均有举证责任分配与举证减轻

三阶层体系的适用。第四，过错推定乃涉及第二阶层法定举证责任转换之适用；

消灭时效抗辩自始为规范理论定性为权利受制要件（权利排除要件），位于第一

阶层，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第五，保全程序的释明标准（并非法院阐明义务之意）

乃法定证明度降低至优越盖然性，为了平衡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其证明

标准不能是非常高的盖然性，也无法低于优越盖然性。

最后，李昊教授简明扼要地对本次讲座内容作了总结，并再次向与会人员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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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时讯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强调 守正创新真抓实干 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

章 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

新华社北京 4月 21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4月 21 日下午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5 周年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10 周年。实现

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

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强、王沪宁、蔡奇

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关于加强和

改进国有经济管理有力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意见》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23 年工作要点》。

会议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要坚持系统观念，围绕“为谁创新、谁来创新、

创新什么、如何创新”，从制度建设着眼，对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

织、成果转化全链条整体部署，对政策、资金、项目、平台、人才等关键创新资

源系统布局，一体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形成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要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

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积极鼓励、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推动

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中发挥作用。

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国有经济肩负的

使命任务和功能定位，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完善国有经济安全责任、质量结构、资产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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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构建顶层统

筹、权责明确、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国有经济管理体系。

会议指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要着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

引导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找准定位，通过企业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

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要充分考虑民营经济特点，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加

强政策协调性，推动各项优惠政策精准直达，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把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引导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目

标引领，突出问题导向，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

对新矛盾新挑战，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开了崭新

局面。新时代 10 年，我们推动的改革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取得的成

就是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有这样

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也没有哪个国家

和政党，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

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准改革方向，

明确目标任务，以科学的谋划、创新的魄力把各项工作抓好抓实。要抓好重大改

革任务攻坚克难，统筹全局、把握重点，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

重大问题谋划推进改革，用好机构改革创造的有利条件，努力在破除各方面体制

机制弊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攻下一些难点。要加强改革调查研究，多到

矛盾问题集中的地方和部门去，深入基层、走进群众，体察实情、解剖麻雀，既

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又善于综合各方面情况，在总体思路和全局工作上多动脑筋、

多下功夫。要加大改革抓落实力度，完善上下协同、条块结合、精准高效的改革

落实机制，下更大气力抓好改革督察工作，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调动各方

面改革积极性，健全改革创新激励机制，加大改革典型经验交流推广，加强舆论

引导，及时回应各方关切。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今天，中央政治

局围绕这个内容举行第 2次集体学习，目的是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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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深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的认识，分析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探讨着力破除主要矛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措施。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于

2020 年 4 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我们对

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意义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刻、思路越来越清晰了。从现在起，

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其艰巨性和

复杂性前所未有，必须把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国是一个超大规

模经济体，而超大规模经济体可以也必须内部可循环。事实充分证明，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

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我们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

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

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广东考察。这是 10 日下午，习近平在湛江市徐闻县徐闻港专用码头考察。

两年多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取得了一些成效，思想共识不断凝聚、

工作基础不断夯实、政策制度不断完善，一些地方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呈现新

气象。但是，从调研情况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工作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引

起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总体看，全面建成新发展格局还任重道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两个

维度来研究和布局：一是更有针对性地加快补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确

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二是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竞争力，

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为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着力

破除制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不断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广东考察。这是 11 日下午，习近平在茂名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荔枝种植

园，同现场技术人员亲切交流。

第一，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

可靠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

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这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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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

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

济良性循环。要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

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

金融需求。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

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

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

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

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

求。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错位、循环不畅，是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风险的根源之一，

统筹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助于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

第二，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当今世界，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我们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重要

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

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坚持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链、

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

第三，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新发展格局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当前，

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

化加速的态势，这是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大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要

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

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顺应产业发展大势，从时空两方面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一方面，推动

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

接续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

制，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

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四，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只有实现

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乡村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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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又是巨大的要素市场，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

分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

经济循环。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优化重大

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2023 年 4 月 6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

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并致辞。

第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要深化要素

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

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

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

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健全现

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建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现代资本

市场积极作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

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

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形成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增长点。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构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形成开放、多元、

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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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

金融协创中心赴沙洋县调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

（学生记者 汪鲲垚）近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

作方案》精神，金融协创中心副主任吕勇斌教授和肖春海副教授带队，与建设银

行湖北省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李博组成联合调研组，前往荆门市沙洋县实地考察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状况。

上午，调研组来到建设银行沙洋支行了解沙洋县集体经济组织贷款状况。当

地建行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村集体贷款发放的基本情况，师生就本地产业发展规划、

集体经济组织贷款流程、贷款风险管理等具体细节进行深入交流座谈，明确了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质押贷款模式、账户管理情况等专业问题。调研小组一致认为，

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精准画像，推出满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融资需求、风险

可控的信贷产品，改善信贷支持的精准措施，能够有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下午，调研组前往沙洋县沈集镇罗集村了解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情况及融资需

求。据该村书记介绍，罗集村目前以辣椒种植业为主，以村集体土地流转为主要

形式，由农业公司完成育苗和病虫害防治工作，以订单制收购加工，约定最低保

护价格，辣椒产业发展走上快车道，农民收入增加稳定。目前罗集村辣椒种植处

于发展初期，资金需求较大，银行贷款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及时雨”般的

支持。吕勇斌表示，可以将党建工作与实践调研相结合，引导师生深入农村基层，

厚植家国情怀，以专业知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座谈结束后，罗集村干部带领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探访农业春耕及辣

椒种植情况。在一块村集体土地上，农民们正在使用农机整地铺膜，为四月初种

植辣椒秧苗做好准备。村支书谈到，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种植辣椒，村干部认

真做好服务，优先考虑农民利益，带领农民增收致富。调研组对村干部一心为公

的服务精神和奉献精神表示深切认同。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本次调研活动内容丰富，实地考察了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贷款的创新形式，基本掌握了新型贷款模式的探索实情，为乡村产业

振兴的金融支持方案贡献中南大智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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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申祖武一行赴广东开展

“访企拓岗促就业”系列活动

（通讯员 韩睿子）3月 29 日至 31 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申祖武，校友

工作与社会合作部部长笪宁，信息管理部部长吉群，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张克中，

财政税务学院党委副书记吴兴华等一行赴广东省佛山、深圳等地开展“访企拓岗

促就业”系列活动。

工作组先后前往美的集团、碧桂园集团、华为集团总部开展“访企拓岗促就

业”调研座谈以及实习实训基地协议签订活动，美的集团副总裁兼 CFO 钟铮、碧

桂园集团副总裁兼 CFO伍碧君、华为集团税务管理部总裁孙婷等出席座谈会。

申祖武向三家企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学校的学科、专业优

势以及向企业输送优秀人才的情况，并就此次校企合作提出以下期望：一是发挥

中南大的学科优势，在相关领域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课题研究，为集团提供智库

服务。二是共建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积极做好人才供给侧改革，更好对接

企业需求，将企业的选人用人需求融入学生的全过程培养，共同推进人才培养，

共同开展人才交流活动，为企业输送优秀人才。三是共同打造就业育人合作新模

式，建立就业实习、就业育人项目基地，提升学生对企业的认知、扩大就业选择

范围、提高就业质量，前置企业选人环节、精准发现适岗人才、降低选人用人成

本，达到学校、企业、学生三赢局面。

张克中提到财政税务学院始终以“贡献财税新知 培养业界精英 推动社会发

展”为使命，坚持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科学素养、创新实践”三位一体综合

素质的学生为目标，努力打造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化财税学院。他强调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学院始终注重塑造学生完整人格、激发学生个性特色，始终注重培养

应对不确定性问题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开拓发挥学生潜力，始终注重搭建高校-

企业合作交流桥梁，关注学术科技前沿问题、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家企业负责人对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建实习实训基地表示衷心感谢，并

对企业基本情况以及中南大毕业生在集团工作发展情况做了介绍，负责人表示多

年来中南大为集团中高层和员工输送了众多优秀人才，在人才发展理念上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与企业有着很高的契合度，期待未来在实习实践教学、校企联合课程

共建、联合培养等领域有持续深化的交流合作。

申祖武为企业授牌。张克中与企业负责人签订实习实训基地协议。

3月 30 上午工作组一行来到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座谈会。深圳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伟等领导参加活动。李伟副局长对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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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政法大学申祖武副校长一行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深圳税务局情况进行

了全面介绍。申祖武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以及学科特色，并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未来在人才培养、在职教育、系统培训、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达成更多合作。

张克中对财政税务学院情况进行介绍并强调深圳税务局一直是毕业生就业

的重要选择，此次建立全面战略合作，能够充分发挥我院科研优势，促进税收理

论与税务实践的有机结合，提高税务人才培养质量和税收实务工作水平，为实现

双方优势互补、信息资源共享、人才培养共赢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进一

步提高学生实习、就业质量，更好的服务深圳税务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随

后深圳税务局各处室负责人与工作组成员进行座谈交流。

申祖武与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伟签订全面战略协

议以及实习实训基地协议并授牌。

同心共力促发展，全面合作谱新篇。此次“访企拓岗促就业”系列活动将全

面推动高校+企业、高校+实务的全方位育人合作模式，对贯通人才培养、推动教

育高质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对接硬需求 “党建+”引领助力盐津乡村振兴

（通讯员 刘祚衡）为深入推进实施定点帮扶盐津县“教育强基工程”，不

断深化拓展校地结对帮扶，切实做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学校帮扶项目工作

组于4月10日至14日赴学校定点帮扶县——云南省盐津县开展党建帮扶助盐行

（第一期）活动。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科学研究部、财务部、资产管理部、后

勤保障部、刑事司法学院、会计学院和图书馆等单位代表参加此次调研活动。学

校挂职干部、盐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皮海鹏、盐津县箭坝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祚衡

及盐津县教体局等单位负责同志陪同参加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先后赴盐津县普洱镇串丝中学、箭坝小学，中和镇艾田中

学，盐津县第三中学等学校，与相关负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了学校教育帮扶

盐津县中小学有关项目建设及开展情况。在学校定点帮扶盐津县驻点村——普洱

镇箭坝村，调研组实地参观了学校支持修缮的箭坝小学教学楼、操场、图书室、

学生宿舍和食堂等场馆，详细了解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教育教学

和学生学习生活等情况。

在箭坝村调研座谈会上，学校驻村第一书记刘祚衡向调研组详细汇报了学校

定点帮扶箭坝村有关情况，参会人员就进一步做好校地结对帮扶工作进行了深入

交流。会上，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党支部向箭坝小学、串丝中学捐赠价值 2000

元的教学设备，会计学院党委捐赠云岭先锋奖教金 1.5 万元。为支持盐津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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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强基工程”“金课育人”项目，学校外国语学院选派 2019 级俄语系本科生胡

丹同学赴箭坝小学进行短期支教，助力定点帮扶盐津县“金课育人”项目建设。

在牛寨乡新华村，党委学生工作部工作组赴学校盐津籍本科生、统计与数学

学院 2020 级学生周泽远家中开展家访活动，并通过视频连线与学生本人及其辅

导员进行了交流。

为支持盐津县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支部书记

刘晓燕和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专任教师都城安先后线下为盐津县 600 名中小

学教师开展了《家校同频共振，学生健康成长》和《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初步识

别与应对》专题培训讲座。

为了解盐津县“鸡、牛、竹”传统三大产业发展，调研组走访了普洱镇箭坝

村禾丰万亩乌鸡养殖园、中和镇天竹园竹笋加工厂等地，深入了解了盐津县三大

产业的分布、产值、发展现状等情况。此外，调研组还先后走访了盐津县中和镇

赵溪村小麦种植基地、牛寨乡茶坊庄园、林森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盐津县“云尚

文化”直播基地以及“教学研共建基地”——豆沙镇派出所等地，调研了解了盐

津县特色产业发展以及基地建设等情况。

奋楫笃行二十载 步履不停赴新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 20 周年院庆暨公共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

隆重举行

（通讯员 杨起城 学生通讯员 高雨晨）4月 23 日上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建院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暨公共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于南湖校区文

澴楼一楼同声传译室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侯振发、副校长邹进文出席会议。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代表三方齐聚。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兄弟

院校代表，公共管理学院历届领导班子代表、离退休教师代表、教职工代表、在

校学生代表及公共管理学院院友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由邹进文主持。

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大会隆重拉开帷幕。校党委书记侯振发代表学校致

辞，向莅临公共管理学院院庆和此次论坛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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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关心和支持公共管理

学院发展的领导、专家学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侯振发表示，公共管理学院

自 2002 年成立以来，历经二十年洗礼和建设，已成为全国同类院校位居前列的

公共管理学院，为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贡献

了重要的中南大智慧。他希望公共管理学院新班子带领全体教职员工，继续发展

和弘扬“上进、知止、守正、创新”的公共精神内核，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为学校加快推进“双一流”高质量建设、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和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副校长、克拉玛依校区党委书记、校长梁永图代表援

建单位致辞，他回首教育部援疆工作的开展历程，真挚地讲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中组部、教育部关于援建工作要求，主动服务国家

战略，注重发挥师资人才优势，扎实推进对口帮扶工作，对公共管理学院援疆教

师及学院党政班子选优配强、卓有成效的援疆援建工作表示感谢，并诚挚希望两

院能够不断交流，加强合作，共建发展路上的合作伙伴关系。

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潜心耕耘

二十年，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研究、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

当今时代，国家现代化和世界全球化两大议题摆在面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变局和治理难题。时代为

公共管理学提出了各种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愿全国、全世界公共管理学人一道，

探索新时代的良政善治之道，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做出

贡献。

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严金明教授指出，公共管理学院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按照党中央

的指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国情出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前瞻前沿，既

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又树立国际视野，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联合召集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

任委员、武汉大学丁煌教授表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是获得学术学

位研究生授权点最早的学院之一，也是第三批获得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学

院。他表示，武汉大学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交流颇多，情况也比较

熟悉，从老一代的赵曼教授到现在新一代的青年教师，在现任党政班子的带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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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取得显著成就，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

流、社会服务尤其是重大社会服务方面成绩斐然。希望未来大家一起继续挖掘专

业优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开展跨学科研究等多个

方面的工作，不断提升湖北省MPA专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东北大学孙萍教授在致辞中回望了公共管理专业学

位的发展历程。她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公共管理学

科的发展也处于新场景、新挑战、新瓶颈突破的关口，需要迎难而上，需要回应

时代精神和国家战略需求。她希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能够继续坚持

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培养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公共管

理人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实现制度建设向治理效能

的转化贡献公管人的力量。

优秀校友代表、华为集团深圳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谭华在发

言中表达了对母校、对恩师的思念和感激之情，他表示，学校从社会实践、价值

理念和专业学习三方面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并寄语师弟师妹们要能不畏艰难险

阻，勇担时代使命，做有责任担当的公管人，在砥砺前行中为学院建设、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公共管理学院院庆专门设置了公共管理学院援疆援滇援青教师代表表彰模

块。公共管理学院教师胸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格局，近年来涌现了徐双

敏、龚家友、苏忠林、庞明礼、田进、刘婧等一批援疆、援滇、援青的先进代表。

教育部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教师代表徐双敏教授在发言中表示，学校

多次去克拉玛依校区签署协议，加强交流合作，捐赠书籍等，对援建工作大力支

持的各类活动，激励了参与援建的教师们。她在回首援建经历过程中感叹时光荏

苒，变化如梭，校区从曾经黄沙满地的城郊变为现在绿意盎然的城区景象，自己

也在克拉玛依校区十级大风中学会了安下心，扎下根。

我校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广科教授做主题为“奋楫笃行二十载步履不停赴新

程”的学院二十年发展报告。发展报告回顾了公共管理学院和学科的历史渊源，

对公共管理学院 20 年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

得的成就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过去的二十年，是一路拼搏与跋涉的二十年，一

步一印都展现了公管人的使命与担当。一是公共管理学院学科体系建设快速发展、

日益完善、成果丰硕；二是严守教育教学生命线，推动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三是坚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为党和社会培养具有高远抱负、责任担当

和公共精神的公共治理人才；四是公共管理学院科学研究水平实现内涵式增长，

致力于以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之治”；五是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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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持续打造高质量社会服务。他表示，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更上新台阶的关键之年，是“十四五”规划推进实施面临中期盘点、调整优化的

攻坚之年。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公共管理学院将在学校和学院党委的领导下，以

建院二十周年华诞为契机，继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谱写公共管理学院发

展的新篇章。最后，他代表公共管理学院感谢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学院历届班

子的接续奋斗、全院教师员工的无私奉献、兄弟院校同仁和公共管理学院院友的

关心支持！

公共管理学院 20 周年院庆系列活动自 2022 年 12 月以来持续进行，期间举

办了第一届湖北省公共管理研究生案例大赛、第七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

赛、首届健康老龄论坛暨人口健康蓝皮书发布会等系列庆祝活动。4月 23 号学

院还同时举办了公共管理现代化发展论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论坛、中国式公共

管理实践论坛，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援

建工作座谈会、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座谈会、校友返校座谈活动。广大师生、海内

外校友、社会各界同仁热情参与，反响热烈。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

与业界同行携手并肩、勠力同心，跨越过往，共赴新程，奋力谱写公共管理学院

发展的新篇章。

2023 年“千岗迎台青”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我

校举行

（通讯员 肖力玮 学生通讯员 舒永芳）为进一步深化鄂台青年交流合作，

给广大在鄂台青提供便捷高效的实习就业服务，4月 25 日下午，“才聚荆楚·‘职’

等你来”2023 年“千岗迎台青”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我校南湖体育

馆举行。湖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世强，湖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

心二级巡视员董平，湖北省青年联合会主席林桢栋，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李彩云，武汉市台办副主任冯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覃红出席

本次活动。台湾中华两岸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刘际康作为特邀嘉宾列席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采取了“线下招聘会+线上带岗直播”的联动方式，共计 52 家企业

参与现场招聘和实习实训洽谈，提供岗位 1161 个；6家企业在“湖北公共招聘”

公众号、“鄂台 e家”公众号等多家平台，线上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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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覃红代表学校致辞。他表示“两岸同胞血肉相连，具有

血溶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与民族认同感。我们诚挚欢迎台湾青年同学来大

陆、来湖北、来武汉就业创业，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的重任、共享民族复

兴的荣耀。”

“依靠‘千岗迎台青’活动的持续吸引力，搭配当前大陆持续打造惠台的商

业平台以及广大的市场资源，一定能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在湖北圆梦”，台湾

中华两岸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刘际康指出，“千岗迎台青”活动是具有前瞻型与

实质性内涵的青年活动，其举办多年，为许多有志于到湖北发展的台湾青年提供

了大批优质的实习实训机会及就业岗位，创造了双赢的交流发展局面。

“本次活动是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如既往、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

创设良好条件，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创业活动提供更多便利的指示要求的重要

举措。”湖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世强表示，湖北省委、省政府

历来高度关心台湾青年工作，把台湾青年在湖北创业、就业摆在重要位置，他指

出下一步湖北省将建立岗位追踪制度，完善用人单位和台生实习就业需求对接机

制，落实台青创业就业补助补贴的需求，不断落实各项惠及台青的政策、举措，

为台湾青年在鄂发展提供真实的平台、真诚的支持、真情的服务，让广大台青能

够充分施展才干抱负、安心追梦、逐梦、圆梦。

陈世强、董平、林桢栋、刘际康、陈止戈、覃红与嘉宾共同揭幕，活动正式

启动。本次“千岗迎台青”活动作为湖北“惠及台青八项行动计划”之一，由湖

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青年联合

会、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省教育厅、省国资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

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主办，湖北省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湖北省劳

动就业服务中心、鄂台青年交流合作协会承办，湖北省公共就业创业指导与信息

服务中心协办。台湾青年在鄂就业发展的重要平台，自 2017 年发起至今，已累

计征集来自400余家单位的700多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共举办5场专场招聘会、

3场带岗直播活动，1200 多位台湾青年到场参与，其中，26 名台生获得省高院、

企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实习机会。

记者现场采访了部分台生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大一台生生家箴表

示，深切感受到来湖北省政府和学校对于广大台生的关注与照顾，心里暖暖的。

会计学专业大三台生李悦如表示，在武汉求学的几年里，习惯了大陆的生活，交

到了许多朋友，感谢主办方提供的服务平台，希望能够留在湖北追寻梦想。



科研工作简报 2023年第 4期（总第 42期）

86

学校赴通城县麦市镇开展“普通话乡村行”活动

（通讯员 柳凌之 胡黄旖）一字一句普通话，千言万语绘中华。4月 28 日，

校语委办在咸宁市通城县麦市镇黄龙完小组织开展“普通话乡村行”活动，新闻

与文化传播学院院长罗晓静教授等专家学者、教务部副部长郝新春等语委办人员

参加了活动。

麦市镇党委委员刘承群和黄龙完小校长吴浩宇先后致辞，对我校长期以来给

予的教育帮扶表示感谢，强调普通话的宣传推广对增强师生的文化自信、提高村

民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我校教师将儿童绘本和笔墨纸砚等文具赠送给了学

生。

我校教师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将甲骨文的起源、古典戏曲、电视剧、书法、

童话等融入课堂，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新奇性和互动性，让黄龙完小的学生更加

主动地学习普通话相关知识及规范汉字的书写。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的帅锦平教

授围绕电视剧《乡村爱情》和《马向阳下乡记》，与黄龙完小的教师们及当地村

干部共同探讨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系列问题。蔡俊老师为二年级的学生带来了科普

童话《彩虹魔法学校：二十四节气篇》，激发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刘宝林老师在三年级开展了书法教学，向学生们讲解了硬笔书写方法，让学生在

一笔一划中体会汉字书法之美。罗晓静教授带领四名大学生推广普通话宣传员在

四年级的课堂上开展了中华经典诵读会，学生们积极配合、气氛活跃，在《读中

国》的诵读中感受祖国的繁荣昌盛。谭飞教授寻水析字，以“水”为中心，为五

年级的学生讲解了甲骨文的起源及字型演变，让学生们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智慧。

朱浩副教授通过生动的中国古典戏曲实例，让六年级的学生们真情实感地体会到

了戏曲的魅力，促进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柳凌之老师带领推广普通话宣传员采

集当地村民的方言样本，为村民们发放“普通话乡村行”宣传手册，向村民普及

推广普通话知识，围绕“村民常用语 50 句”一对一指导村民，耐心纠正发音，

帮助村民增强普通话沟通交流能力，提高规范用语用字水平。

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对推动乡村经济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普通话乡村行”活动充分发挥了我校语言文字工作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作

用，得到了通城县麦市镇政府和黄龙完小的大力支持，促进了国家语言文字法律

法规、方针政策的宣传，弘扬了中华优秀文化。

https://csxy.zuel.edu.cn/2023/0417/c7104a33110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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