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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法 学 会 会 员 部

第十七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拟获奖论文
终评结果公示

“中部崛起法治论坛”是中国法学会指导的七大区域法治论

坛之一。论坛由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 6个省

级法学会共同主办、轮流承办。第十七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

由江西省法学会承办，主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以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本届论坛共征集论文 2183篇，经论坛组委会初评，选出 330

篇优秀论文报中国法学会终评，经对入选论文进行学术不端检

测，有 328篇论文符合评审要求，进入终评。终评委员会参照《中

国法学会征文评选办法》等有关规定，采取书面双向匿名评审方

式，于 2024年 9月 19日—10月 10日对进入终评的论文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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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经终评委员会认真审阅，分别提出一、二、三等拟获奖论文

名单。根据多数评委意见，确定拟获奖论文 80篇，其中一等奖

9篇，二等奖 23篇，三等奖 48篇，报终评委员会主席审核同意，

现将拟获奖论文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4年 10月 23日—11

月 1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附件中的拟获奖论文名单有

异议，请与我们联系。

本届论坛终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

主 席

张苏军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 飞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副会长，第十届“全国

杰出青年法学家”，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余凌云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

法学院教授

林 维 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周尚君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第十届“全国

杰出青年法学家”，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胡 铭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九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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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青年法学家”，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

教授

莫纪宏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宪法学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杜宴林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

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附件：第十七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拟获奖论文名单

联系人：李跃文；电 话：（010）55623562

中国法学会会员部

第十七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组委会

2024年 10月 23日



— 4 —

第十七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拟获奖论文名单
(共 80篇 同一等次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9篇）

题 目 姓 名 单 位

瑕疵算法的平台责任规制与义务合规

——基于算法治理逻辑链条的分析

李晓霞
刘向平
廖忠群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三级法官助理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人民法院审管办（研究室）主任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机能刍议 陈 康 江西知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法治乡村”建设中

“法律明白人”的理念及体系因应

王丁成

樊培杰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2023级硕士研究生

山西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2023级硕士研究生

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司法判定研究

——以“三步检验法”为进路
张宇轩 南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质生产力下劳动监察的流变与转型
潘军宝
李坤刚
程 龙

安徽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2023级博士研究生
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

安徽省人社厅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审理庭庭长

“能力—资源—制度”共演的

平台信息管理主体责任治理逻辑
魏小雨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良法论
田骥威

苏 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

个人信息保护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规制

——从“代码即法律”到“规制四要素”
段俊熙

武汉大学法学院

法学理论专业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刑事司法处置虚拟货币的现实困境与突破方向

——以构建虚拟货币的有限产权制度为视角
曾梓轩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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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23篇）

题 目 姓 名 单 位

隐名股东执行异议之诉的“穿透式”判别
张汶喆

胡正民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一级法官

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中

消费者信息保护的反垄断规制进路

王晓鹏
寿晓明
刘 媛

赣南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022 级法律（非法学）硕士研究生
安徽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2024级博士研究生
赣南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022 级法律（法学）硕士研究生

狭义“领域法学”视阈下

数字刑事责任体系的立体建构
李 想 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 2022 级硕士研究生

AI“复活”技术民事侵权风险与规制研究 黄娅琴 南昌大学法学院法学院教授

动态体系论下民事衍生案件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

——以民事条线“案件比”为切入点

殷 婧

欧阳丹

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

的央地事权配置模式反思与重构
张小康

山西大学法学院

环境法学 2022 级博士研究生

大数据推进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

法治化路径研究

武 静

杨承鹏

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2022级硕士研究生

数字侦查视角下职务犯罪线索管理研究
王胜康
卫盼红

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
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四级检察官助理

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类型化研究 江立龙 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

犯罪附随后果规范化研究

史文平

张迁迁

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数字法治视域下中部地区的“司法 ODR”：
价值、隐忧与制度因应

周高凡
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2023 级法律（法学）专业学生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创造的

可专利性分析及权属研究
谢微笑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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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纠纷全流程多元化解路径构造

——以纠纷主体需求为视角

徐 哲
赵艳洁
王俊霞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一级高级法官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五级法官助理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一级法官

协同治理结构下先行调解制度的功能重塑
李永春

邓文浩

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2023级博士研究生

信息时代审判数字化“桥接”民意模式构建

——以司法裁判三个效果生成路径为视角

张海峰

邢敏佳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二级员额法官

发展“数字游民”就业新模式的

现实考量与制度优化

班小辉

李玥辰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2023级硕士研究生

基于区块链信任技术

的场外数据交易治理法治化
王小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乡贤在湖北省乡村法治文化建设中的治理角色探析：

基于传统村治法文化的历史省思

张 烁

闵 婕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新质生产力视阈下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国家安全转向及我国应对
许 皓 湖北省黄冈市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规范进路

——以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订为背景

王 译

李嘉飞

湘潭大学法学学部副教授

湘潭大学公益诉讼检察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助理

形式与悖论：

诉源治理工作站运行的困境与破解

吴 欣

文 兰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

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制度的规范重塑

——兼评新《公司法》相关规则

罗欢平

许峻哲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湘潭大学法学院 2024 级学生

个人信息保护在刑事诉讼中的困境与出路 黄 敏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

司法局石桥司法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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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48篇）

题 目 姓 名 单 位

论建立以参与权为请求权基础的行政诉讼机制

——以国有自然资源配置审批的公众参与权救济为例

欧阳君君

艾施妤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23级硕士研究生

从传统到智能：类案智能推送系统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以法信智推系统运行为视角
付 英 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城北法庭三级法官

数字正义下交通非现场执法技术性事实的司法综合认定模式建构

——以技术的公共性原则为指引
赖建根 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下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保护路径构建

梁 珂

张晨蕾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四级高级法官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国际反避税合作法律问题研究

——以高净值人群跨境避税与税收征管为视角

罗晨昊
袁永胜
柯书盛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财税法学2022级硕士研究生
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
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五级法官助理

数字赋能轻罪治理及其实践展开
胡亚丽

赵思远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一级检察官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案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刑法学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背景下

的自主决策武器伦理与风险治理
左荣昌 江西警察学院法律系讲师

数字人民币流通的监管逻辑与制度构建 李泽军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复活”逝者的

伦理与法律风险应对

周小芸

陈 斌

《中国法律年鉴》社副编审

江西省法学会调研处二级主任科员

我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

司法适用及完善研究
崔 静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

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三级检察官助理

国家纵向治理现代化视阈下

设区的市基层治理立法权限界定

张志远

史凤林

山西大学法学院法理学2022级博士研究生

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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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认罪认罚实践困境与思考 韩三英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

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

作为犯罪资产的

“污点投资”之跨境追回法律问题研究
杨弼君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系讲师

科技成果转化的立法逻辑与实施路径

——基于中部六省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研究
邢姝婕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双碳”目标下

黄河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优化

齐 康

郗伟明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2024级博士研究生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陕甘宁边区的人权立法与实践 耿 旭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学 2022 级硕士研究生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协同立法的

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以中部地区为例

祁小敏

姚可欣

山西大学法学院讲师

山西大学法学院 2023 级法律（法学）硕士研究生

基层治理的“浙江经验”：
制度特征、现实形态与推进理路

林 洋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

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专业2024级博士研究生

元宇宙赋能下

数字文旅的同质化问题及治理路径
苏晓红

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

2022级法律（非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生

“枫桥式人民法庭”
创建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王 梦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数智化下刑事科学证据审查活动的形塑
王泽山

王 帅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诉讼法学 2022级博士研究生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

“认购碳汇”的司法适用与路径优化 黄 予
安徽工业大学法学院

2023 级法律（非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高质量发展视野下人民法庭绩效考核机制的科学构建

——以十二家法院人民法庭绩效考核方案为分析样本
韩玉惠 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人民法院一级法官

数字检察视域下检察侦查预测性思维的运行路径

——基于数据预测法运用的思考

邢小川
邹从永
葛维凯

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
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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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环境中公共利益判断

——基于典型数据保护案例的实证研究
余筱兰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治理院数据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工伤认定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以行政机关调查核实职责明定为切入点

李新建
桑倩倩
张惠阳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四级高级法官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一级法官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

地方债务金融化的法治逻辑及其制度完善
张福刚
翁林雪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21级本科生

数字时代劳动者

“离线”权益的司法保护路径

秦蔚鸽

杨巾杰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立案一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立案一庭五级法官助理

自动驾驶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问题探究
张均兵

刘家凤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2023 级法律（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2023 级法律（非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民事纠纷领域非诉调解机制运行的困境与出路

——以基层诉源治理为靶向

袁宪伟
吴 琰
李晓佳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院长、三级高级法官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研究室负责人、三级主任科员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一级法官

知识产权商业维权的三维规范体系构建
李 冲

赵 歆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级法官助理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高等教育中国际私法学课程美育创新研究 丁洁琼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因个人债务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的路径抉择

——基于对执行析产模式的思考

樊云冲

郭万兴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人民法院院长、三级高级法官

知识产权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底层逻辑和实现路径
胡冬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全球最低税改革中的国际博弈与中国对策 陈镜先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讲师

论设区的市“基层治理”地方性法规立法权

——以《绍兴市“枫桥经验”传承发展条例》为线索
刘俊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机器学习适用

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理论检视与困局突破
江璐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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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承认与执行

外国判决互惠原则的变革与优化
谭静怡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国有上市公司引领 ESG 信息披露：

缘起、困境与制度变革
张小川

武汉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学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网络平台间接侵权注意义务的标准检视 白心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反垄断法视角下

大数据“杀熟”的规制路径研究

张美玲

黄喆彬

湖南科技大学讲师

湖南科技大学 2021 级本科生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

数据主权机制及中国因应
张春雨 湖南科技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微博粉丝用户信息伦理失范问题研究 赵世豪 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公安局桃林派出所副所长

困与破：劳动争议“衍生案件”治理之路径构建

——以近 6年H市 S区法院劳动争议的“案件比”为样本

肖海军
何小彦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专职委员，石鼓区人民法院院长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

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权的实现
滕佳一

刘思嫄

湘潭大学副教授

湘潭大学 2022 级硕士研究生

人力资源理论视阈下执行队伍内涵式发展路径探索

——以H省 J县法院“169”执行模式为样本

胡柏茂

杨珺玲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三级法官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科技创新法律保障

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和挑战
倪兰花 湖南弘一（衡阳）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高级合伙人

大数据时代下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研究
郭酝涛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乡综治办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