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院简介 

 

一、学院简介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是隶属于沈阳师范大学的二级学院。1993年 4月学校创

建法学专业，1995 年 9 月成立法律系，2006年 5 月 21 日法律系更名为法学院，

2010年经学校批准成立律师学院，与法学院“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以全国著名

法学家霍存福教授领衔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和姚建宗教授领衔的法律与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是设在法学院并以法学学科为依托的校属研究机构。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与建设，学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骄人的业绩。1996 年

4 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法律系取得了辽宁省首个民商法学硕士学位授

予权；民商法学学科 2007 年 4 月被辽宁省委宣传部批准为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

建设学科，2008 年 3 月被辽宁省教育厅批准为省重点培育学科；法学院于 2007

年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批法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同年，

我校成功获批全国首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2010年

10月获得国家财政部和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建设专项经费，目前，法学教学综合实

训中心已经投入使用。2010 年 12 月法学专业获批学校重点扶持专业；2011 年 6

月法学一级学科获批学校重点扶持学科；2012 年 6月，我院“卓越法律人才教育



研究与实践基地”获准为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2012 年 11 月获批

教育部首批“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标志着我校法学专业

建设取得国家平台；2013年 4月法学专业获批省级本科重点建设专业；2013年 5

月我院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共建的法学实践教育基地获批为国家级校外大学生实

践教育基地；法学专业于 2104 年 1 月获批学校支柱性与标志性专业、2015 年 11

月获批辽宁省支持开展向应用型转变试点专业、2017年 1月获批学校创新创业示

范专业。2019年获得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经过全院教师的努力，法学专业和学

科建设取得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积累了大批优秀的科研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和优势。 

学院现拥有 1 个法学本科专业，8 个法学硕士学位点，以及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点。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育、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育、全日制本科生教育

3个办学层次。学院下设理论法学系、民商法学系、刑法与诉讼法学系、经济法与

国际法学系等 4 个系，设有司法考试指导中心、研究生考试指导中心、法学实践

教学中心、创新创业中心等 4 个中心。沈阳师范大学大学生维权委员会、教职工

维权委员会、辽宁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和沈

阳市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秘书处也设在法学院。 

法学院拥有以著名法学家霍存福教授领衔的专任教师团队，专任教师 52 人，

教授 9人，副教授 25人，讲师 18人；博导 1 人，硕导 40人。学缘结构大部分为

国家“211”和“985”重点大学毕业的硕士和博士。聘任了实践经验丰富的检察

官、法官、知名律师作为法学兼职教授。  

学院贯彻“强管理、重服务、育队伍、出精品”的工作理念，通过强化科研

管理，建立、健全科研制度、凝练科研队伍、打造科研精品、营造科研氛围，科

研成果丰硕。近 3年来，法学院教师出版学术专著 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

篇，其中在 CSSCI收录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80余篇，获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13 项，获批教育部、司法部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立项近 30 余项，科研经费

近 280万元，科研获奖 100余项，其中省级省政府奖 10余项。 

校图书馆和学院图书资料中心现有中外文法律专业藏书 10 万余册，法学类

期刊 60 多种，法学教学案例案卷 200 余册。集模拟法庭（刑事、民事各一）、法

务实训室、案例研讨室、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法律谈判室、法务仿真实验



室、证据技术实验室等为一体的千余平米的法学教学综合实训中心，为法学实践

教学创造了一流的条件。同时，学院与公检法司和企业等 60余家单位建立了实践

教学和实习就业基地，方便了学生专业实习和就业。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资助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北京

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辽宁东来律师事务所和龙图教育集团在学院设立了“人

民励志奖学金”“大成英才奖学金”“隆安卓越奖学金”“东来模拟法庭竞赛风采奖”

和“龙图奖学金，奖教金”，此外还有“校友爱心助学金”和院长奖学金。 

学院坚持以培养职业法律人为目标，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提高学生就业质

量。近五年来，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高质量就业率在 45%以上，本科生考

研率在 30%以上，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率在 30%以上，并逐年增加。学生参加各类专

业比赛成绩突出，近 3 年，获得国家级奖项 10 余项，省级奖项 50 余项。学院自

1993 年至今已毕业各类学生 8000 余人，一大批毕业生已经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

优秀人才。他们凭借扎实的法律基础、较强的法律实务技能、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敬业务实的精神，成长为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和知名律师，深受社会各界和用人

单位的好评。 

20多年来，学院秉承“博学厚德，求是笃行”的院训，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为目标，以学科建设为重心，

以专业建设为支撑，努力建成专业特色显著，国内知名、省内一流的法学院。 

二、学科专业特色 

法学专业创办于 1993年，是首批国家卓越法律人才（应用型、复合型）教育

培养基地、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首批一流本科教

育示范专业、辽宁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辽宁省应用型转型示范专业。2019年上

海软科正式发布中国最好学科法学学科排名，我校法学专业排名全国前 19%、省

内第 1。长期以来，法学专业坚持“四个卓越”，打造一流学科，在省内外具有较

强的知名度。 

（一）卓越团队 

法学一级学科由著名法学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霍存福教授领衔，以法

学理论和法律史两个基础学科为龙头；以民商法学、刑法学两个应用学科为两翼；

以经济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和诉讼法学四个应用学科为支撑形成



了系统的学科体系。目前法学专业已形成以霍存福教授领衔的“法律文化”研究

团队与各部门法学交叉共融研究为特色，引领和辐射刑法学和民商法学等优势二

级学科的发展，推动法学一级学科向纵深发展。 

目前专业已经形成了学科领军人物、优秀中青年教师、青年教师三个层次相

互支撑的合理布局。法学学科现有专职教师和研究人员 51人，其中教授 9人，副

教授 25人，讲师 17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37 人。学缘结构大部分为国家“211”

和“985”重点大学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40人，

平均年龄 44岁，具有国内、省内知名专家 1人。依托优秀团队，专业近年来多次

承办和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研讨会议，进一步提升了我校法学专业在全国的影响

力。 

（二）卓越实力 

近 3年来，法学院教师出版学术专著 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篇，其中

在 CSSCI收录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80余篇，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3项，

获批教育部、司法部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立项近 30 余项，科研经费近 280 万

元，科研获奖 100余项，其中省级省政府奖 10余项。 

（三）卓越人才 

专业致力于打造“卓越法律人才”，将人才培养与法律职业对接。专业设置丰

富的实务课程，鼓励学生在普法宣传和法务实操中提升知识储备，法律诊所和法

律援助社团被评为 2019 年沈阳市法治宣传志愿者先进集体。专业学生积极参加

各项法律实务类和科研竞赛，在国内各项高水平赛事中均有不俗表现，曾获得东

北高校模拟法庭竞赛团队冠军、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团

队冠军等优异成绩。近年来，专业多位学生被保送至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国内知名法学院校攻读研究生。数千名毕业生凭借扎实基础

和过硬技能，成长为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和知名律师，深受社会各界和用人单位

的好评。 

（四）卓越服务 

专业教师积极助力社会发展，近年来围绕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开展调查研究，

形成了多项理论成果，提供了有针对性、高水平的政策建议与咨询意见。近三年

来，专业教师为国家和辽宁省各级政府提供资政建议 15 项，其中被《新华社内



参》收录 2 篇，进一步彰显了法学专业服务辽宁振兴的实力。专业积极将人才培

养与服务社会相结合，将第二课堂向纵深拓展，开展普法宣传进校园、进社区等

活动，得到了省内媒体的广泛报道，扩大了法学专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 2019

年被评为沈阳高校服务沈阳先进集体，擦亮了沈阳师范大学法学专业招牌。 

三、招生学科专业介绍及特色 

（一）学科基本情况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学科由著名法学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霍存福教授，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姚建宗教授为学科负责人，

以法学理论和法律史基础学科为龙头，与各部门法学交叉共融研究为特色，引领

和辐射以刑法学和民商法学为优势的其他二级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方向与特色优势 

法学学科目前为校重点建设一流学科，下设有法学理论、法律史、刑法学、

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和国际法学 8 个二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还有专业学位法律硕士授权点。特色优势体现在： 

1、法律文化研究 

法律文化研究以自信的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法律传统、自觉的引领世界多元

法律文化的协同发展为目标，以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建构先进且适于本土

的法律制度、促进和谐公正的法律实践、培养卓越的法律精英、培育理性且具有

民族性的法律文化等五个方面为研究任务，依托霍存福教授领街的，与西北政法

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合作组建的法律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开展研究，近期取

得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019）在内的若干丰富成果。 

2.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 

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是以中国具体领域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实

践问题及其所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为导向，以法律政治学研究为基础，从事法律

与公共政策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为名级党政部门和司法实务部门提供高质量

的决策服务和政策咨询服务。依托由姚建宗教授领街的因队，并吸收校内教育学

科、管理学科、社会学学科的研究人员，以协同交叉研究为特色。目前，己产出

包括刊发于新华社内参的被国家最高领导人批示的资政建议在内高质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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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导师简介 

（一）法律史专业 

霍存福 

 
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沈阳师范大学法律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法律文化论丛》主编。 

研究领域（方向） 

法律史、法律文化、权力问题等。 
 

入选各类人才情况 

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9年 6月任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9年 11 月 30日获得中国法学会“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2000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为第三批

入选者； 

2005年 4月，入选吉林省第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第三层次人选； 

2005 年被收入《当代中国法学名家》（第一卷）介绍（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年 7月版）。荣获“辽宁省杰出中青年法学专家”称号，入选第六届“沈阳市优秀

专家”，入选第七批“辽宁省优秀专家”。 

行政及学术兼职情况 

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常务副主编·社长、《当

代法学》杂志主编·社长，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全

国法律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法

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会长。 

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出版个人学术专著 4 部，译著 1 部（合译）；主编《法律文化论丛》（每年两

辑，已出版 10 辑）；协助主持（副主编）多卷本分卷著作 2 部，协助主持（副主

编）教材 2部。 

二、论文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绝大多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包括《法学研究》

《法学家》《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学》《当代法学》《北方法学》《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甘肃社会科学》《社会科学



辑刊》等；部分的发表在韩国杂志上，如《宋明清“告不干己事法”及其对生员

助讼的影响》，发表于《民族文化论丛》第 37辑第 409-462 页（韩国岭南大学校

民族文化研究所）。有的论文被翻译介绍到日本，如《论〈唐律〉“义疏”的法律

功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被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林纪昭

翻译介绍到日本。 

二、科研项目 

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参与重大项

目（子课题负责人）1 项，主持教育部项目 2 项，主持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

招标项目 2 项，参与主持国家“七五”法学重点规划项目子项目 2 项，主持吉林

大学校级项目 1项。 

 

武航宇 

 

法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院副院长，法律文化研究中

心研究人员，《法律文化论丛》编辑。 

研究领域（方向） 

法律文化，中国法制史 

教育背景 

2005.06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14.06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8.06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出站。 

社会兼职 

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 

中国法律史学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常务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兼常务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 

荣誉奖励 

1.2018年度沈阳师范大学“优秀人才”一层次人选； 

2.2017年度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 

3.2016年度“辽宁省法学会系统”先进个人； 



4.2014年度“辽宁省法学会系统”先进个人； 

5.2017年，获辽宁省第二十一届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高等教育组课件三等奖； 

6.2014年，获辽宁省教育软件大赛高等教育组二等奖； 

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2015年 8月，出版专著《古中国与古罗马契约观念及实践的比较研究》，法

律出版社。 

2.2018年 5月，出版专著《西北汉简所见经济类文书辑录》，知识产权出版社。 

二、论文 

在 CSSCI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三、主要科研项目 

1．2015 年 6 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代中国契约法观念及技术

研究”(15BFX025)，已结题，科研经费：20万元。 

2．2014年 12月，主持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新中国特别军

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之检视”(14SFB3006)，已结题，科研经费：5万元。 

3．2015年 5月，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汉代契约类文书的搜集与整理”

(2015M571352)，已结题，科研经费：5万元。 

4．2006年 12月，主持辽宁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统法文化在和谐社会中

的作用”(L06BFX006)，已结题，科研经费：0.5万元。 

5.2010年 1月，主持辽宁省教育厅自筹项目：“当代廉政机制的反思与建构研

究——兼与古中国、古罗马及英美廉政机制比较”，(2010107)，已结题。 

 

夏婷婷 

 

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理论法学系主任。  《法律文化论丛》

编辑，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研究会理事。 

研究领域（方向） 

法律文化，中国法制史 

教育背景 

200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法律史硕士学位； 

201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荣誉奖励 

《论<龙筋凤髓判>中对案件事实的推理方法》一文获得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利益衡量理论在唐代判词中的运用》一文获 2015年辽宁省法治文化研究会

优秀论文一等奖； 

《树立宪法权威贵在宪法实施——构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若干思考》，一文

获 2015年辽宁省法学会宪法学行政法学研究会 2015年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从具体判词看唐代拟制判决中的文义解释》，一文获 2016 年辽宁省法治文

化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代表性成果 

1.《论<龙筋凤髓判>中对案件事实的推理方法》，《当代法学》2011年第 1期； 

2.《论唐代张鷟判案择律的方法与技巧——以<龙筋凤髓判>为研究中心》，《求

索》2013年第 5期； 

3.《成官之关键与为官之根本——论“判”在唐代官吏管理制度中的作用及

价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 6期； 

4.《唐宋判书的司法文化解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核心),2009

年第 4期； 

5.《我家物件·外公外婆的婚事记录》，《法律文化论丛》第 1 辑，法律出版

社 2013年 6月； 

6.《油画<拾穗者>的法文化学分析——兼及“与母拾穗被驱逐”故事的对比

讨论》，《法律文化论丛》第 2辑，法律出版社 2014年 1月； 

7.《判决书的力量》，《法律文化论丛》第 4辑，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年 1月； 

科研项目：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案例、事例中的法官文化研究”

（16BFX026） 

2.主持辽宁省社科联项目：“唐代判词的方法论法律文化研究”

（2010lslktfx-29）； 

3.主持沈阳师范大学博士启动项目：“中国古代判词的法律文化研究”； 

4.主持辽宁省法学会项目：“城市社区法律文化宣传建设研究”

（LNFXH2014B007）； 

5.参与省级科研项目：“传统法文化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L06BF006）； 



张田田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

在站。 

研究领域 

唐至清立法史；传统律学与司法制度。 

荣誉奖励 

2017年辽宁省百千万人才万批次。 

2015年“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2015年沈阳师范大学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第二批。 

2015年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13年吉林大学“精英杯”一等奖。 

2012年“吉林大学第五届博士论坛（法学分论坛）”一等奖。 

2012年“张晋藩法律史学术基金会第三届全国法律史学学生征文”一等奖。 

主持项目 

主持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中国法学会后期资助项目各一项。 

主要成果 

在法律出版社先后出版专著《清代刑部的驳案经验》（2015）和《〈大清律例〉

律目研究》（2017）。 

在《法学家》《清史研究》《学术研究》《探索与争鸣》《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

《法制日报》等书刊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社会兼职 

法学院考研中心主任。 

《法律文化论丛》执行编辑。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科研秘书。 

开设课程 

本科：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学名著导读、艺术形式中的法律、侦

探推理小说鉴赏。 

硕士：中国刑法史、《樊山政书》研讨班。 

  



孙祺祺 

 
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讲师 

研究领域 

中国刑法史，法律思想史 

教育背景： 

2012、06  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对外汉语，获得学士学位； 

2016、06  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2020、06  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荣誉奖励： 

1、《清代“捐监冒赈”第一大案的考察与思考》荣获第十三届东北法治论坛论

文优秀奖 

2、《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荣获“司法大数据与实证研究”项目三

等奖 

代表性作品： 

1. 《清代集体贪腐第一大案“捐监冒赈案”检视》，发表于 CSSCI 扩展期刊

《法律适用》2017 年第 14 期   

2. 《议狱缓死：清代秋审“久缓”现象解析》，发表于 CSSCI期刊《南京社会

科学》2020年第 5期   

3. 《清代“永远监禁”刑刍议》，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主办集刊《西南法学》

2019年总第 2卷 

  



（二）法学理论专业 

金星 

 
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 

法理学、环境法 

教育背景 

法学博士 

社会兼职 

辽宁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 

代表性成果 

《马克斯·韦伯思想中的自然法》、 

《迈向叙事的权利观》、 

《关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几点思考》 

科研项目 

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 

 

 

 

 

 

 

 

 

 

 

 

 

 

 



 

王旭伟 

 

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 

主要教育背景： 

1992 年—1996 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 

1997 年—1999 年沈阳师范学院法律系，法学硕士； 

2004 年—2010 年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方向）： 

法政治学、环境法哲学、法律与公共政策 

主要社会兼职： 

辽宁省教育厅法律顾问；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交易审查专家库入库人

选；辽宁省信访案件评查委员会评查委员；辽宁省第九届律师协会会员处分复查

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法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沈阳

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会长；沈阳市司法局法律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沈阳市法

库县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兼职律师。 

主要工作荣誉： 

2002 年度沈阳师范大学“三育人”标兵； 

2014 年度辽宁省法学会先进个人； 

2016 年度辽宁省法学会先进个人； 

2017 年法学院优秀共产党员； 

2018 年法学院优秀共产党员。 

主要学术和育人奖励： 

获得 2011 辽宁政法理论年会第四届年会论文一等奖，颁发单位辽宁省社科

联、辽宁省法学会、辽宁省法官协会、辽宁省警察协会、辽宁公安司法干部学

院； 

获得 2011 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二等奖，颁发单位中共

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发改委、辽宁省教育厅、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社科

院、辽宁省社科联； 

获得 2012 沈阳市高校研究生辩论赛优秀指导教师，颁发单位中共沈阳市委

教科工委宣传部、沈阳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 

作为领队，带队参加 2019 年辽宁省法学类研究生法律文书与辩论大赛，获

得团体亚军、法律文书（辩护类）一等奖、法律文书（控诉类）一等奖。 



主要参加的培训： 

参加 2014 年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社科教研骨干研修班学习（结业证编号

1402095）； 

参加 2018 年省属高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干部轮训班； 

参加 2021 年中国人民大学线上举办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系列讲座”

（完成 24 课时）； 

参加 2021 年教育部全国高教司线上举办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培训

班（完成 20 学时）（编号 DJT693258）； 

主要代表性学术成果： 

1、代表性专著：《宪政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代表性项目：司法部 2021 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课

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法执政的”基础范式和实施路径研究》

（21SFB4010）；辽宁省政法委、省法学会重点项目《辽宁基层社会治理研

究》；辽宁省科技厅重点项目《辽宁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实施细则研究》； 

3、代表性论文：《实然与应然：环境标准的法律分析》《江西社会科学》

（CSSCI）2019.9；《环境标准的侵权法效力观释评及其制度重塑》《江海学

刊》（CSSCI）2021.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1 年第 5 期观点摘编

P211；《法治与德治关系的经济分析》，《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6.2；《社会

本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汇》，《沈阳师范大学学报》1997.2； 

4、代表性资政建议：2020 年关于《海岸带保护与修复》的法律建议，同年

被《新华社内参》采纳，同时被《半月谈》访谈刊发。 

联系信息：电子信箱：2971758329@qq.com 

  

   

  

mailto:2971758329@qq.com


方芳 

 

方芳，女，汉族，1980年 8月生，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哲学。

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1 项，其他省级项目 3 项，在研省级项目

2 项。出版著作 1 部，教材 1 部，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 篇，其中在 CSSCI

来源期刊、集刊发表论文 3 篇。2 篇教学案例入库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中心

法硕分中心。获得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 项，辽宁省一流本科课程 1门。 

社会兼职 

辽宁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兼常务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宪法学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大学司法鉴定研究院客座教授 

 

担任党委和政府决策咨询职务情况 

2020年担任沈阳市公平竞争审查专家 

2019年担任辽宁省信访案件评查委员 

一、项目 

（一）主持项目 

1.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1项：《道路通行权研究》（14YJC820017）（8

万元），项目批准时间 2014年。 

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1 项：《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

究》（WQN202004）（1万元），项目批准时间 2020年； 



2.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法治化研

究》（5万元），项目批准时间 2018年； 

3.主持辽宁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 1 项：《自动驾驶汽车法律问题研究》（1 万元），

（L18BFX003）项目批准时间 2018年； 

4.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1项：《通行正义——道路通行权研究》（W2012118）（1.5

万元），项目批准时间 2012年； 

5.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项目 1 项：《民间法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土地

权益保护研究》（20111s1ktfx-26），项目批准时间 2011年； 

6.主持 2021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

享项目《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法理学〉教学方式改革研究》   

    

（二）参与项目 

1.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律意识冲突及其应对策略

研究》，第 4完成人，项目批准时间 2017年； 

2.参与辽宁省法学会立项课题 1 项：《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市民化的社会保障问题

研究》，第 3完成人，项目批准时间 2013年； 

3.参与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 1项：《和谐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与责任政府

建设研究》，第 2完成人，项目批准时间 2008 年； 

4.参与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立项课题 1 项：《新时期高等学校法律地

位研究》，第 5完成人，项目批准时间 2008年。 

二、发表论文： 

1.在《学术交流》上发表论文《论道路通行权及其限制》，2017 年第 4 期，独立

作者； 

2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论文《论道路通行权的性质》

（CSSCI扩展版期刊）2016年第 1期，独立作者； 

3.在《山东警察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我国“城市”道路通行权分配研究》2016

年第 1期，独立作者； 

4.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民间法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研究》，2013年第 1期，独立作者； 

5.在《智能城市》上发表论文《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分析》，2018 年第 17 期，

独立作者。 

6.在《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论文《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

2015年第 3期，第二作者 

7.《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公民权利保障原则及其实现》，《人权研究》2022年

第 25卷，2022 年 4月。 

三、出版著作 

1.《当代中国城市道路通行权研究》，独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本人

完成 25万字。 

2.《行政法律实务实训教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本人完成 22

万字。 

四、入选案例： 

1.《前进富通混凝土有限公司不服 SY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认定决定案》案例

被评为优秀案例，首批入库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中心法硕分中心。全国法律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2015年 1月 



2.《刘某诉 SY市司法局司法行政答复违法案》入库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中心

法硕分中心，2020年 7月 

五、成果获奖 

1.《基于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的实践案例教学改革研究》获得 2020年辽宁省教学

成果奖三等奖 

2.《法理学》获批 2020年辽宁省一流本科课程。 

3.《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获辽宁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 2016年学术年会论

文三等奖。辽宁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2016年 11月 

4.《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分析》获辽宁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 2018年学术年会

论文三等奖。辽宁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2018年 12月 

5.《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分析》获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 2019年优秀成

果一等奖。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2019年 6月。 

   

  

汪岳 

 

 法学博士，讲师，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 

 法理学、法社会学。 

教育背景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 

社会兼职 

 兼任辽宁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建筑法学研究会理事。 

代表性成果： 

1.论文 

 （1）论文《法治信仰社会化：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载《社会科学

研究》，2016 年第 5 期（CSSCI，校定 A 类，《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6 年

第 6 期摘编，《社会科学报》2016 年 10 月 27 日第 4 版摘编）； 

 （2）论文《无理上访以何终结——对一起长达 30 年信访个案的考察》，

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2期（CSSCI）； 

 （3）论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比较研究——以两起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为个案》，载《农业经济》，2016年第 11 期（中文核心）； 

 （4）论文《嬗变中的乡村秩序》，载《党政干部学刊》，2015年第 3期。



（《党政干部参考》2015 年第 12 期转载）。 

2.获奖 

 2021年 6月论文《法治信仰社会化：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获第七届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果奖三等奖（政府奖）。 

3.课题 

 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青年课题 1项。 

  

   

  



（三）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 

崔红 

 

法学硕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 

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 

教育背景 

清华大学硕士毕业 

社会兼职 

辽宁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代表性成果 

一、论文：（近四年来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 

 1、“生态文明与我国环境立法的创新”，发表于《光明日报》，2008年 10月 6

日； 

 2、“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反思与出路”，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2008 年 5

期； 

 3、“高校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冲突及学生权利保障之探究”，发表于《辽宁

教育研究》，2008年第 5期； 

 4、“我国大学法学教育的定位及其改革的基本思路”，发表于《现代教育管理》

2009年 12期； 

 5“论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发表于《辽宁教育研究》，2007年 12期； 

 6、“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本土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辽宁教育研究》，2008

年 8期。 

二、专著：《刑罚哲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月版。 

三、课题：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KS024“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有效掌控意识形态的措

施及启示”担任前三参与人之一； 

 2、主持：2009-2010年辽宁财政科研项目：09C012“五点一线”战略实施与

沿海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课题经费 2万元； 

 3、主持：2008年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08696“我国行政复议

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经费 1万元； 

 4、主持：2007年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信访工作与和谐社会建设

研究”。 

  



徐海静 

 

 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奥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兼任辽宁省法

学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会理事、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学会理事、辽宁省法

学会法律援助学会理事。 

研究领域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主要代表性科研成果 

（一）科研课题 

近年来主持省级课题 5项，参与省级课题多项： 

 1.2017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规划项目《利用公私合作（PPP）模式助力辽宁经济

振兴研究》，（编号：L17BFX012）； 

 2.2017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青年项目《辽宁振兴战略背景下 PPP模式的落地

研究》，（编号：WQN201720）； 

 3.2017 年主持辽宁省法学会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PPP 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研

究》，（编号：LNFXH2017C016）； 

 4.2016年主持辽宁省法学会项目《以公私合作为目标的环境治理模式研究》，

（编号：LNFXH2016C027）； 

 5.2013年主持辽宁省委统战部项目《新媒体视域下网络意见人士引导机制研

究》，（编号:20130046）。 

（二）学术论文 

 1.论文《国家环境治理任务的证成与变迁》，载《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

2期（CSSCI,校定 A类）； 

 2 论文《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的认同与构建》，载《理论与改革》，2016 年第

3期，（CSSCI、校定 A类）； 

 3.论文《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载《社会科学辑刊》，

2015年第 3期（CSSCI、校定 B类）。 

（三）学术专著、教材 

 1.《法学视域下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以公私合作为目标》，法律出版社，

2017.12，独著； 

 2.《行政法务实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1月，副主编。 

 

  



（四）民商法学专业 

杨彬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方向） 

 民法学、劳动法学 

教育背景 

 1995年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1年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8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社会兼职 

 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律援助研究会常务理事 

 沈阳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沈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科研项目 

 1.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2003—2005 年课题《中国民商法律文化进程

研究》 

 2.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2007—2009 年课题《劳动合同效力研究》 

 3.主持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6年度立项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

与培训研究》 

 4.主持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8年度立项课题《劳动合同法在大

学生就业领域的适用》 

 5.主持辽宁省社科联 2006年度立项课题《辽宁弄村劳动力转移与培训问题研

究》 

 6.主持辽宁省社科联 2007年度立项课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问题研究》 

代表性成果 

 1.《劳动契约自由的定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6年第 1期，第一

作者。 

 2.《劳动契约自由的定位与检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吉林

人民出版社，2006年 6月版，独立作者。 

 3.《主体资格缺失的劳动合同效力研究》，《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

第 2期，独立作者。 

 4.《劳动契约自由的限制与弘扬》，《辽宁法制报》2008年 1月 9日，独立作



者。 

 5.《医患关系中患者知情权评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1期，第

一作者。 

 6.《浅析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责任》，《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 11期，第

一作者。 

 7.主编《中国民商法典型案例评析丛书——债法篇》，香港新闻出版社，2006

年版。 

 8.主编《民法学》，白山出版社，2005年版。 

 9.副主编《民事诉讼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邢宝东 

 
 法学硕士，副教授 

研究领域 

 民商法 

教育背景 

 2003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民商法学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社会兼职 

 兼职律师 

代表性成果 

 1.董事竞业禁止义务刍议 

 2.论公司商业机会的认定标准 

 3.公司董事抵触利益交易的法律规制 

 4.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 

 5.优先权制度立法中的顺位问题 

 6.民事诉讼法教程 

科研项目 

 1.主持省社科联、教育厅项目：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研究 

 2.参与团中央项目：高校学生国际交往现状及其行为特征研究 

 3.参与学校教改立项：商法学教学改革研究 

 4.参与学校精品课建设：商法学 



郭佳宁 

 

 法学博士，副教授 

研究领域 

 民商法方向 

教育背景 

 2002.09-2005.06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2005.09-2008.06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 

代表性成果 

 博士论文：《侵权责任免责事由研究》 

发表文章 

 1.《BOT核心法律问题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3期。 

 2.《侵权责任免责事由类型体系的建构》，《行政与法》，2010年第 4期。 

 3.《侵权责任免责事由的正义解读》，《法律与社会》，2010年第 2期。 

 4.《完善国有土地租赁制度立法建议》，《学理论》2009年 12月。 

 5.《侵权法扩张趋势下的纯经济损失问题》，《社科纵横》2008年第 2期。 

 6.《论我国消灭时效期间之问题与完善》，《行政与法》2008年第 4期。 

 7.《论知识产权请求权在知识产权法体系中的作用》，《行政与法》2006 年第

11期。 

 8.《论知识产权请求权的概念及根源》，《法律与社会》2008年第 4期。9.《预

约法律问题探析》，《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 1期。 

科研项目 

 1.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侵权责任免责事由研究》，项目编

号：09YJC820076 

 2.主持沈阳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侵权责任免责事由立法完善研究》3.参

与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民事法益基本范畴研究》，项目编号：09CFX024 4.参

与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土地使用权租金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L08BFX012 

  



李晓霖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实践教学中心主任，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方向） 

 民商法方向 

教育背景 

 1989.10-1993.07辽宁大学法律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2.05-2004.12辽宁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律硕士学位; 

 2005.09-2008.12吉林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社会兼职 

 律师 

荣誉奖励 

 1.《中国补贴与反补贴立法问题之探讨》获辽宁省法学会经济法学会第三届理

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2.《论物业服务之安全保障义务》获沈阳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 2007年学

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3.《金融危机背景下情势变更原则及其法律适用的探讨》获沈阳市法学会民商

法学研究会 2009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该文被沈阳中院《法官论坛》转载

于 2009年第 3期、辽宁高院《审判新视野》转载于 2009年第 6期。 

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民商法理论与实务专题研究》，210 年 3 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二）

论文： 

 1.《物业服务之安全保障义务刍议》，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 11期。 

 2.《物业服务安全保障义务的司法判断》，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5期，该文被沈阳中院《法官论坛》转载于 2009第 1期。 

 3.《论股东出资瑕疵对股权行使的影响》，载《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年第 5期。 

 4.《医疗损害赔偿归责原则研究》，载 21世纪中青年学术文库《法学地平线》，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5年版。 

 5.《中国补贴与反补贴立法问题之探讨》，载《辽宁社会科学文库》（论文第四

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科研项目： 

 校内科研立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研究》 

  

http://law1.synu.edu.cn/so/?word=%E7%BB%8F%E6%B5%8E
http://law1.synu.edu.cn/so/?word=%E7%BB%8F%E6%B5%8E


杜换涛 

 

 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 

 民法、卫生法 

教育背景 

 2000.09-2004.07西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 

 2007.09-2010.07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2010.09-2014.07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社会兼职 

 中国卫生法学会会员 

 辽宁省合同法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民法学会常务理事 

 沈阳师范大学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代表性成果 

 1.《人体器官捐献意思表示》，载《医事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 

 2.《人类生殖细胞法律问题探析》，载《医学与法学》，2012年第 5期。 

 3.《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机制之构建》，载《新西部》，2014年第 2期。 

 4.《器官捐献的民法阐释与制度构建》，法律出版社 2015年 5月出版。 

 5.《埋藏物归属的历史嬗变与当代重构》，载《法律文化论丛》，知识产权出版

社 2015年 8月版。 

  



李迪昕 

 

 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员，兼职律师 

研究领域（方向） 

 民商法学美国财产法 

教育背景 

 2007年 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2010年 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获得民商法学硕士学位； 

 2013年 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获得民商法学博士学位； 

代表性论文 

 1.《浅析绿色壁垒若干问题》，载《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并

被中国知网转载且被评为高影响力作者 

 2.《刍议刑讯逼供及沉默权制度的架构》，载《辽宁行政学院》，2006 年，

并被中国知网转载且被评为高影响力作者 

 3.《论美国法上的支撑役权制度——兼论我国相邻关系制度之完善》，载《民

商法争鸣》第 3 期，2011 年（此书系杨遂全主编教育部“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

科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发展与实践》系列学术著作） 

 4.《在城市化背景下对集体土地征收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吉林大学第

三届博士生学术论坛论文集》，2011年 

 5.《留置权善意取得之否证——以“债务人的动产”之解释为基础的分析》，

载《吉林大学法学院第一届民商法博士研究生论坛》，2011年 

 6.以独立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美国法域的支撑役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立法的

启示》，载《求索》（CSSCI），2011年第 10期。（《求索》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

国社会科学索引 CSSCI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7．以独立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留置权善意取得之否证》，载《学术交流》（CSSCI），

2011 年第 11 期。（《学术交流》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

刊、中国社会科学索引 CSSCI期刊、第二届北方优秀期刊） 

8.《论美国财产法支撑权制度》被中国知网收录 

9.《无主财产法律问题研究》被中国知网收录 
荣誉奖励 

  1.2003年获军训优秀学员 

  2.2004年获校、院一等奖学金校优秀学生 

  3.2005 年获校、院一等奖学金校优秀学生社会实践单项奖学金学习成绩优异

单 



项奖学金 

  4.2006年获校、院一等奖学金校优秀学生 

  5.2006 年全年级第一成绩保送吉林大学法学院并获得获校、院优秀毕业生称

号 

  6.2007-2013年获院奖学金 

  7.2011年获吉林大学第三届博士生学术论坛优秀奖 

社会实践与讲授课程 

  1.两次参与吉大继续教育考试法学部分阅卷工作，负责组织审阅与试卷评析 

  2.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实习，受到指导法官高度评价 

  3.参与组织策划法学院研究生迎新晚会和研究生篮球赛 

  4.因司法考试成绩优异被司法考试培训学校聘为长春分校助教，深受广大学

员好评 

  5.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成人教育办公室任助理，并讲授民法总则、物权、债权等

课程 

  6.参与全国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考试评卷工作，任专家组复审员并负

责试卷评析 

  7.参加 2011年中国民法学年会，任会务组负责人员，负责组织工作并获得与

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8.应邀参加首届中欧私法论坛并与国内、国际专家学者探讨人格权保护问题 

科研项目 

  1.主持沈阳师范大学博士、引进人才科研基金项目 

2.参与国内四大知名法学院研究生课程体制改革项目 

 

 

葛俏 

 
法学博士，副教授，中共党员， 硕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方向） 

      民法学 

教育背景 

  201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获民商法博士学位。 

荣誉奖励 



 获得辽宁省法学会第十二届、第十四届“辽宁法治论坛” 论文一等奖;  

 2019年获得沈师大“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荣誉称号;  

 2015—2017年连续三年被评为辽宁省法学会地方立法先进个人 

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我国继承法遗嘱信托制度构建》法律出版社 2015.8专著 

 2.《立法法》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3.3参编 

 二、论文 

 1.《论我国遗嘱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界定》       学术交流  2015.9  CSSCI

来源（被 2016年第 1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全文转载） 

 2.《遗嘱信托受托人的权力与权力》             社会科学辑刊  2013.3  

CSSCI来源 

 3.《我国遗嘱信托的设立与文本模式》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15.5 

 4.《浅析我国遗嘱信托制度法律构造》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5.2 

 5.《我国继承法修改应坚持的修改原则》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13.7 

 6.《城镇化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完善》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13.3 

三、项目 

 1.2013辽宁省社科基金 《英美遗嘱信托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  

 2.2014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英美遗嘱信托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 

 3.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法律研究》  

 4.2015辽宁省法学会自选项目  《我国遗嘱信托财产所有归属研究》 

 5.2015辽宁省财政厅一般项目 《辽宁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财政政策研究》 

 6.辽宁省法学会委托重点项目《加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调研报告》 

 7.2016辽宁省法学会重点项目《辽宁人口老龄化法律对策研究》 

 8.2016 辽宁省法学会重点委托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研究》 

 9. 2017辽宁省法学会重点项目《辽宁省不动产登记研究》2017-2018 

 10.2018年辽宁省法学会一般项目《辽宁国有农场农用地使用权研究》 

 11.2019年辽宁省法学会重点项目《辽宁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问题研究》 

 12.2020年辽宁省法学会重点项目《社会治理民治协商机制研究》 

社会兼职： 

 2016年入选辽宁省政府采购专家评审专家； 

 辽宁省委法治咨询专家； 

 辽宁省信访案件评查委员会委员 

  



郭平 

 
 法学博士（在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商法系主任。 

研究领域 

  民商法学 

社会兼职 

  沈阳市法学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民盟沈阳师范大学委员会副主委 

  民盟沈阳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委 

  民盟辽宁省委法制委员会委员 

荣誉 

  多次被民盟沈阳市委评为“优秀盟务工作者”、“优秀盟员”。 

在《法治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 10多篇。主编教材一

部，参编教材两部。 

  主持省教改课题一项、校教改课题多项、主持校通识核心课一项、课堂教学改

革项目一项。 

  主持省教育厅项目一项，主持省法学会、市法学会项目多项，参与省部级项目

多项。 

  



张小琳 

 

  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副教授。 

研究领域 

  民商法 

教育背景 

  1998-2002年吉林大学法学院德恒律师学院本科 

  2002-2005年吉林大师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 

社会兼职 

  沈阳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沈阳市法学会家事纠纷多元化解研究会常务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英泰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代表成果 

    1.主持《农民工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辽宁省社科联一般项目. 

    2.《〈民法典〉背景下公平责任侵权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辽宁省法学会民法

学研究会、辽宁省法学会“2020年民法典的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一等奖。 

    3.主持 2014 年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项

目《民法学》跨校修读学分课程的应用模式研究。 

    4.主持 2017年辽宁省法学会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权益保护相关问题》。 

    5.2018最高法司法研究重大课题《共享经营模式下的侵权责任问题研究》第

一参与人。 

    6.《农民工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获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

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7.《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获 2016 年东北法治论坛二等奖。 

  



崔丽 

 
  吉林大学法学博士、副教授；新兴权利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法

学研究会理事，辽宁省商法学研究会理事；执业（兼职）律师 

研究领域（方向） 

   民商法学、科技与法律 

 

  在《东方法学》、《学习与探索》等 CSSCI 来源期刊以及北大中文核心等期刊

上发表论文 20余篇，其中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在法律出版

社出版专著 1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一般项

目、中国法学会项目、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究项目以及省级项目

等多项。 

科研立项 

  1.基因人格权的民法典表达研究（2019年中国法学会立项） 

  2.我国人类基因编辑立法规制研究（2019年司法部一般项目）  

  3.人类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研究（2020年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4.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属性与规范构造研究（2021中国法学会立项） 

  5.老年数字鸿沟治理：形成逻辑、成因检视与法治路径（2022中国法学会立项） 

论著成果 

1.《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属性与保护路径——以<民法典>第 1034条解释

为出发点》2021.08  学习与探索（CSSCI、北大核心） 

  2.《民法典第 1009条：基因人格权的创设、证成与实现》2021.01 东方法学

（CLSCI、北大核心） 

  3.《基因权利的法理基础与规制进路——由“基因编辑婴儿”引发的思考》              

2020.03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北大核心） 

  4.《流动摊贩规制的“正本”与“清源”》2019.03  长沙大学学报（全国优秀

社科期刊） 

  



洪东冬 

 
研究领域 

  公司法 

社会兼职 

  辽宁奥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 

荣誉奖励 

  从事教育工作十二年，教学成果突出。从事兼职律师期间代理大量公司类纠

纷，处理公司资本、股权转让类纠纷经验丰富。 

    曾获辽宁省教育事业发展联盟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大赛三等奖 

  沈阳师范大学第四届“青年教学标兵”荣誉称号 

  沈阳师范大学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团体赛个人一等奖。 

  



（五）诉讼法学专业 

   

董琳 

 

  法学硕士，副教授 

研究领域 

  刑事诉讼法 

教育背景 

  法学硕士 

社会兼职 

  律师 

荣誉奖励 

  1.《论我国刑事陪审制度的缺陷及完善》，获辽宁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

2007年学会二等奖。 

  2.《论我国刑事陪审制度的缺陷及完善》获 2007—2008年度沈阳市社会科学

优秀学术成果优秀奖。 

代表性成果： 

论文 

  （1）《论和谐社会下的刑事再审制度》，《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2）《论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的构建》，《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第 2期。 

  （3）《论刑事再审制度》，《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 2期。 

  （4）《我国刑事侦查构造的缺陷及完善》，《理论界》，2007年第 8期。 

  （5）《我国刑事陪审制度的缺陷及完善》，《理论界》，2008年第 8期。 

  （6）《私人侦探介入刑事诉讼之必要性分析》，《知识经济》，2009年第 11期。 

著作 

  （1）《刑事诉讼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月版，副主编。 

 

（2）《律师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参编。 

  （3）《中国民商法典型案例评析丛书——民法总论篇》，香港新闻出版社 2006

年 5月出版，副主编。 

科研项目 

  （1）主持人，《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公平保障法律制度研究》，辽宁省教育厅

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课题编号 JG08DB135，2008年立项。 



  （2）主持人，《网络虚假新闻之刑事法律规制》，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

目，课题编号 L09BFX017，2009年立项。 

李冬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实践教学中心主任。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 

  诉讼法学 

教育背景 

  1997年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3年获法学硕士学位 

  20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职业经历 

  1997-2010年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 

社会兼职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 

  沈阳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公安厅执法监督员 

  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荣誉奖励 

  1.2014、2015 年辽宁本科生模拟法庭大赛冠军团队指导教师；2015 年东三

省模拟法庭大赛优秀团队指导教师。 

  2.2016年辽宁省本科生模拟法庭大赛季军团队指导教师。 

  3.2017年辽宁省研究生模拟法庭大赛冠军团队指导教师。 

  4.撰写的论文《金融犯罪问题探究——以金融创新改革为视角》在辽宁省法

学会犯罪学研究会 2014年年会上被评为一等奖。 

  5.撰写的论文《论预防与惩治辽宁省网络金融犯罪》在辽宁省法学会犯罪学

研究会 2015年年会上被评为二等奖。 

  6.撰写的论文《大数据与职务犯罪的防控研究》在辽宁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

会 2017年年会上被评为二等奖。 

代表性成果 

  1.《竞争性缔约契约研究》（978-7-5118-7876-2），2015.5，法律出版社出

版，专著。 

  2.《预约合同制度要义与立法构建》，2012.09，求索（CSSCI)，独立完成。 

  3.《股东知情权及其司法救济制度的构建》，2012.12，山东社会科学（CSSCI)，

独立完成。 

  4.《司法民主化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2014.11，理论与改革



（CSSCI)，第一作者。 

  5.《论法治与文化》，2015.6，社会科学家(CSSCI),第一作者。 

  6.《合同解除后的互负债务类推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2011.11，人民司法，

第一作者。 

  7.《让与担保中债权人经清算方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2015.4，人民司法，

第一作者。 

科研项目 

  1.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2014—2016 年课题《依法治国背景下辽宁

省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研究》。 

  2.主持辽宁省法学会 2015年重点课题《轻刑快审实务问题研究》。 

  3.主持辽宁省法学会 2016 年重点课题《审判实践中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若干

问题研究》。 

  4.中国社科基金一般课题《中国刑事司法宽容及其偏差控制研究》，第三参

加人。 

 

张琳 

 

法学博士，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 

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 

教育背景 

2011年 6月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 

2015年 6月毕业月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2018年 12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代表性成果 

        一、论文 

       1.《死缓适用标准的实证研究》，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 6

期（CSSCI来源期刊）（法学类核心），第二作者。 

   2.《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之证明规则研究》，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

年第 5期(CSSCI来源期刊)（法学类核心），独立作者。 

   3.《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诉讼化构建——以某省检察系统为实证样本的考察

和分析》，发表于《学术交流》，2018 年第 7 期(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独立作

者。被人大复印资料的《法学文摘》选用。 

   4.《逮捕条件的证明规则》，发表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期（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独立作者。 

   5.《“认罪认罚”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司法适用》，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2020年第 10期，独立作者。 

   6.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体规则构建》，发表于《法律文化论丛》2021 年第

12辑，独立作者。 

   7.《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数字化监管问题研究》，发表于《电子知识产权》2022

年第 3期，独立作者。 

      二、科研项目： 

   1.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羁押适用的司法规制研究”，资助金额

1万元，在研。 

   2.主持辽宁省科学研究经费项目“未成年人羁押审查程序性规则研究”，资助

金额 1.5万元，已结项。 

   3.主持辽宁省法学会项目“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研究”，资助金额 0.5 万

元，已结项。 

   4.参加 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刑事证据理论体系研究”，

资助金额 80万元，在研。 

   5.参加 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中国语境下鉴真规则运用研究”，

资助金额 8万元，在研。 

   6.参加 201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理论研

究”，资助金额 35万元，已结。 

  

  

  



（六）刑法学专业 

李凤梅 

 

 法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 

 刑法学 

教育背景 

 1991．9—1995．7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 

 1999．9—2002．7吉林大学法学硕士 

 2004．9—2007．7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社会兼职 

 辽宁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译著《马耳他刑事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独著《教唆犯论—以独立构成说为视角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版。 

 3.独著《刑法拟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4.参编《刑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4年版。  

二、科研项目 

 1.主持教育部 201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刑法拟制研究》。 

 2.主持中国法学会 2015年度项目《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名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

问题研究》。 

 3.主持中国法学会 2010年度项目《教唆性群体事件的刑事规制研究》。 

 4.主持辽宁省社科规划基 2008年度重点项目《辽宁转型时期的涉黑犯罪对策研

究》。 

 5.主持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 2011年度项目《取缔非法社会组织的法律问题研究》。 

 6.主持辽宁省教育厅 2010年度项目《群体性事件的刑法干预研究》。 

 7.主持辽宁省社科联 2012年度项目《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刑法立法拟

制为视角》。 



 8.主持辽宁省社科联 2010年度项目《教唆性群体事件的刑法对策研究》。 

等 14个项目 

 

马乐 

 
 法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 

 刑法学 

教育背景 

 2003-2007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9-2011清华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2011-2014清华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社会兼职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咨询专家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代表性成果 

《为刑法主观主义辩》，《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 2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行为功利主义的逻辑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困境》，《刑事法评论》34卷 

《道德运气与刑罚分配：问题与出路》，《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3期 

《纯粹功利刑论之提倡》，《东方法学》2014年第 3期 

《未遂犯的处罚与结果要素的重新定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 12 

 



赵威 

 

1968年 6月出生，汉族，吉林大学刑法学博士，沈阳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三级），

九三学社社员，沈阳市大东区政协常委，第二届辽宁省杰出中青年法学专家。代

表著作《数额犯研究》，《信访学》。 

  



（七）经济法学专业 

周海博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司法考试培训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副教授 

研究领域 

 民商法 

教育背景 

 1999.09——2003.07 辽宁大学法学学士 

 2003.09——2006.07 辽宁大学经济法硕士 

 2006.09——2009.07 吉林大学民商法博士 

社会兼职 

  律师 

荣誉奖励 

   1.论股权平等到股东平等 2009年辽宁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论文一等奖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完善 2009 年辽宁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论

文一等奖 

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民商法理论与实务专题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年 3月版，主编。 

 二、论文： 

 2.《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份回购制度重构》，《辽宁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3.《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制度考辨》，《广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 6期。 

 4.《股权强制执行问题研究——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视角》，《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9年第 6期。 

 5.《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重构》，《东岳论丛》2010年第 6期。 

 6.《有限责任公司瑕疵股权转让效力认定》，《特区经济》2010年第 2期。 

三、科研项目： 

 主持沈阳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股权转让论——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视角。 

 

  



杨海瑶 

 
 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系主任 

研究领域 

 知识产权法、经济法、金融法 

教育背景 

 西南政法大学本科 

 辽宁大学硕士 

 辽宁大学博士 

代表性成果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法律地位探析》 

 《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中的生物剽窃问题探析》 



阎其华 

 

阎其华，1982年 1月生，满族，辽宁沈阳人，法学博士，于 2011年作为访

问学者在美国福特海斯州立大学进修。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入选“辽宁省

青年法学博士智库”，现任中国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成员，辽宁省环境法学研究

会、治安法学研究会理事理事、民商法学研究会理事。近年来主要从事经济法、

土地资源法的研究，其中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

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主持省级课题七项，市级课题

二项，参与省级课题十项。发表文章十余篇，其中六篇均发表在 CSSCI核心期刊

上。另外撰写专著二部，参与编写专著一部，分别于 2017年 12月和 2012年在

法律出版社出版，2021年 12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4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深化农村改革学术研讨会”，

其所发表的 《耕地保护的法律措施模式研究》荣获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年所

撰写的论文《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荣获“辽宁省青年

法学博士研讨会”二等奖。2018年所撰写的论文《农村供给侧改革视野下的辽

宁农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荣获中国“土地法之光”发展创新论坛优秀论文评选

二等奖。所撰写的《我国农地规模经营的法律规制研究》在 2016-2018年度沈阳

市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奖中被评为三等奖、《辽宁营商环境的特殊法律程序

研究》在 2021年辽宁政法理论年会被评为一等奖、论文《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

作制改革的困境与进路》获得 2021年第三十三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优秀

奖、第十六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三等奖并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宋东明 

 
 宋东明，1977年 8月，黑龙江哈尔滨人 ，中共党员，法学博士，副教授 ，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财税法学，老年法学等 

邮箱：FLSDM@126.COM 

 

科研 

论文 

1.我国养老服务业财政制度现状、问题与优化 宋东明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0-01-10 期刊  

2 .老龄化治理理念与多元共治方略 任际; 宋东明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03-21 期刊  

3.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政策法律化路径研究 宋东明 农业经济 2019-03-15 期

刊 等等多篇论文 

立项 

1.省法学会重点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研

究》2021年 

2.沈阳市法学会一般项目《打击和防范虚假诉讼罪研究》2022年 

等等  



汤优佳 

 

  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 

  社会法学、经济法学 

教育背景 

  2008.07毕业于福州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20.06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社会兼职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荣誉奖励 

  1.2017 年 12 月获得吉林大学 2016-2017 学年“优秀研究生”（博士生）荣誉

称号； 

  2.2017年 12月获得吉林大学 2016-2017学年一等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3.2015年 9月获得福建医科大学 2015年度“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4.2015年 5月获得福建医科大学“身边的青春榜样”（教师）荣誉称号； 

  5.2014 年获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事业管理分会主办的全国首届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一等奖； 

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参编《医事法：学理诠释与应用逻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 2月

版。 

二、论文 

  发表论文 15余篇，其中北大核心期刊 3篇、CSSCI期刊 1篇。 

三、科研项目 

  曾主持课题 8项，参与国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次。 

  



（八）国际法学专业 

杨利雅 

 

  法学博士，教授，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

后，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 

研究领域 

  国际法学 

教育背景 

  1996年 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2007年 6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经贸法学院法学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2010年 6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法学专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代表性成果 

一、论文 

  发表论文 20余篇，其中 CSSCI 期刊 9篇。 

二、著作 

  1.《冲突法中的单边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 7月， 

三、独著科研项目 

  1.《国家利益与法律选择——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视角》》 

  2、《冲突法单边主义回归》（结题） 

  3、《冲突法的宪政基础》 

  4、《可持续发展社会矿产资源法律制度研究》 

5、《和谐社会矿产资源立法研究》 

  6、《虚拟企业成本管理研究》 

  7、《二十一世纪我国高等法律教育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结题） 

等 16项 

  



李青 

 

李青 

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系主任 

教育背景： 

1、1993年 9月——1997年 6月沈阳师范学院政法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2、2003年 7月——2006年 6月河北师范大学获教育硕士学位 

3、2005年 4月——2006年 3月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札幌校公派留学 

4、2009年 9月——2012年 12月吉林大学法学院获民商法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方向）： 

国际经济法、民商法 

社会兼职： 

1、沈阳市法学会民商法分会常务理事 

2、辽宁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3、辽宁省法学会海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4、辽宁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5、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 

 

荣誉奖励： 

1、辽宁省教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2022.05 

2、第十六届“辽宁法治论坛”一等奖，2019.10 

3、沈阳师范大学“爱岗敬业好老师”，2019.09 

4、沈阳师范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2018.07 

5、辽宁省第五届社科活动月优秀成果三等奖，2015.07 

6、辽宁省社科联立项结题二等奖，2014.12 

7、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优秀论文二等奖，2014.10 

8、沈阳市教科工委优秀党务工作者，2008.6 

9、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指导教师，2008.9 

 

代表性成果： 

1、《我国涉外票据诉讼管辖权的法律冲突与选择适用》，上海金融（CSSCI），

2012（8）. 

2、《票据权利司法救济研究》（专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3、Research on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egalization of Shipping 

Environment in Pilot Free Trade Zone，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SCI

通讯作者，2020.11. 

4、《本科生导师制：模式、问题及对策》，现代教育管理（北核 C扩），2019.12. 

5、《On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Analysis of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美国 CPCI-SSH(原 ISSHP)国际检索《201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2012），2012（4）. 

6、《论票据无因性原则在票据诉讼中的适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CSSCI）扩展版，2011（5）. 

7、利益平衡视角下投资仲裁中间接征收的判定，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3）. 

8、国际货币金本位制度的国际法审视，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

（3）. 

9、《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转型过程中公民体育权利的救济》，理论界，2013

（10）. 

10、《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程》（第二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7年版. 

11、《旅游法律法规》（第二主编），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辽宁省导游员资

格考试教材）. 

 

科研项目： 

1、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法学一流专业建设的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与实践》（202102366057）. 

2、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法学一流专业建设的<国际经济法

学>示范课程建设》（202102376008）. 

3、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视域下法学实践教

学体系建设》（202102376023）. 

4、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法学一流专业建设的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与实践》（202101228073）. 

5、第一参与人司法部项目：《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责任问题研究》（21SFB2020）. 

6、主持辽宁省社科基金自选项目：《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下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

查机制研究》（L17DFX002）. 

7、主持辽宁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框架下中外合作办

学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律问题研究》（L14BFX023）. 

8、主持辽宁省法学会自选项目：《PPP项目特许经营权法律风险防范研究》

（LNFXH2018C009）. 

9、主持辽宁省法学会自选项目：《金融语境下票据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

（LNFXH2016C026）. 

10、主持辽宁省社科联一般项目：《辽宁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法律问题研究》

（2014lslktfx-05）. 

11、第三参与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投入与产

出的多元结构模型研究》（08BTY029 ）. 

12、第二参与人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与政

府监管法律构建研究》（W2014147）. 

 



联系信息： 

电子信箱：liqinglaw@126.com 

 

王彬 

 
法学博士，副教授 

研究领域 

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公司法 

教育背景 

199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3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9年就读吉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社会兼职 

辽宁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民建沈阳市委妇委会委员 

代表性成果 

一、论文： 

1.《权利感情与民法文化》，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6 期独立完

成 

2.《外商投资辽宁的法律保障》，辽宁经济 2007年第 4期独立完成 

3.《论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法的发展》，《和谐社会思想下的法律问题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论新<企业破产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2009年 10月，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民事专业委员会第十届中国民商法实务论坛一等奖独立完成 

5.《论和谐社会价值基础的人权理念和人权保障制度构建》《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四期 

二、著作： 

1.《中国民商法典型案例评析丛书—债权法篇》，香港新闻出版社 2006年版，

副主编， 

2.《律师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主要参编人。 

3.Published b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England Ashgte Publishing 

Company,USA2010,主要参编人。 

三、科研项目： 

1.沈阳师范大学教改立项《国际私法课程双语教学改革研究》，2005年 12月，

项目号 JG05075,主持人。 

2.辽宁省“十一五”教科规划课题：《“以人为本”发展观指导下的国际人权

法新学科建设》，2006年 1月，项目号第 6—3，主持人。 



3.辽宁省教育厅教科研究课题：《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2009年

12月，辽教科结 2009372-3，第三完成人。 

 

车流畅 

 

国际法专业博士在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法学会海洋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社会科学辑刊》法学编辑。 

研究领域 

国际公法，海洋法、中国法治发展 

教育背景 

    2002年就读于辽宁大学法学院，获得学士学位 

    2006年就读辽宁大学法学研究生，主修宪法与行政法专业，获硕士学位 

    2009年就业于辽宁社会科学院，任《社会科学辑刊》法学编辑，副研究

员。 

    2014年就读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2019年人才引进到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任国际法教师 

社会兼职 

《社会科学辑刊》法学编辑 

大连海洋大学硕士生导师 

海南大学国际法外聘硕士专家教师 

上海政法学院行政法学重点学科咨询专家 

中国法学学术期刊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海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辽宁省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法学会宪法学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维权与执法研究分会理事 

所获荣誉 

2016 年 1 月 18 日，辽宁省委政法委员会授予辽宁省十大青年法学杰出成果

奖 

2014年，入选辽宁省第八批“百千万人才工程” 

2020年度第一批沈阳市高层次人才高级人才 

代表性成果 

出版著作 2部、在 CSSCI期刊上发表论 6篇、独立主持课题 11项 



 

 

李晴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主任。法学博士在读，讲师。 

研究领域 

国际法 

教育背景 

   2000.09-2004.06 辽宁大学法学学士 

   2004.09-2006.06 武汉大学法学国际法硕士 

   2015.09—辽宁大学博士 

社会兼职 

   辽宁众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荣誉奖励： 

    1、2016、2017 连续两年指导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学生获得东北高校模拟法

庭竞赛“优胜队伍”及“最佳书状奖”称号，本人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

号。 

    2、论文《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影响》获得中国银

行法学研究会 2015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 

    3、论文《比较法视野下新兴国际金融机构融资制度研究》荣获 2016 年辽宁

省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年会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4、论文《网络跨境代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荣获 2015 年辽

宁省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年会优秀学术成果三等奖。 

    5、撰写的案例《徐彩凤与张翠萍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案》首批入库中国专业

学位教学案例库，并被评为优秀案例。 

代表性成果 

  一、论文及著作 

    1、《“亚投行”对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国际主张与世界贡献》，《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6期。 

    2、《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影响》，《金融法学家》

第 7辑。 

    3、《城乡一体化农村污染防治的法治思考》，《农业经济》2015年第 2期。 

    4、《WTO 框架下我国农业环境补贴制度的构建》，《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期。 

    5、《城乡一体化的农村污染防治制度研究——以辽宁省为例》，《理论界》2014



年第 11期。 

    6、《中国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变革的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参

著。 

二、科研项目： 

   1、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2013年课题《辽宁省城乡一体化的农村污染

防治制度研究》 

   

 

 

 

 

 

 

 

五、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 

（一）项目 

科研项目情况 

国家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合同 

经费 

1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古代法官箴言及其传承与创新

研究 
19AFX003 霍存福 201906 35 

2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子课题 

满族民间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研

究与数据（何晓芳） 
19AZD000 霍存福 201911 10 

3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人类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研究 19SFB2006 崔丽 202009 20 

4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正当化事由的体系性研究 18BFX107 马乐 201805 20 

5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三权分置”背景下我国农地

规模经营法律规制制度研究 
18BFX153 阎其华 201806 20 

6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律意识冲

突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17BFX018 金星 201706 20 

7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中国古代案例、事例中的法官

文化研究 
16BFX026 夏婷婷 201606 20 

8 国家社会 一般项目 山西家族契约文书中的法律与 16CFX009 冯学伟 201606 20 



科学基金 秩序研究 

9 
国家社科

规划办 
一般项目 “读万卷书不读律”辩 21FFXB080 张田田 2021.01 20 

10 
国家社科

基金 
 

隋唐律令立法语言分类整理与

研究 
无 霍存福 

2021.12 

 
无 

其他代表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合同 

经费 

1 司法部 委托项目 
法硕培养质量评价监督机制的

建立和完善 
无 霍存福 201705 10 

2 司法部 一般项目 
3D 打印对知识产权的挑战与回

应 
17SFB2038 宋智慧 201712 5 

3 司法部 一般项目 数据权利刑法保护研究 18SFB2016   李凤梅 201808 5 

4 司法部 一般项目 
我国人类基因编辑立法规制研

究 
19SFB2006 崔丽 201912 5 

5 司法部 
中青年项

目 

终身监禁制度的域外经验与中

国问题研究 
17SFB3019 马乐 201712 5 

6 司法部 
中青年项

目 
中国古代监察“故事”研究 2019SFB009 夏婷婷 201911 3 

7 

教育部人

文科研项

目 

青年基金

项目 

“金融安全视角下混业经营行

为法律限制制度的显性化研

究” 

19YJC20065 杨海瑶 201904 8 

8 教育部 

教育部产

学研协同

预人项目 

1.民事法务实训课程改革、合

同法案例研习课程建设、合同

法律风险防范培训 

无 李晴 2021.09 5 

9 教育部 

教育部产

学研协同

预人项目 

2.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视域下

法学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无 李晴 2021.09 5 

10 教育部 

教育部产

学研协同

预人项目 

3.基于一流专业建设的《国际

经济法》示范课程建设 
无 李晴 2021.09 5 

11 教育部 

教育部产

学研协同

预人项目 

4.基于法学一流专业建设的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无 李青 2021.09 5 

12 教育部 

教育部产

学研协同

预人项目 

基于课程思政的《知识产权法

学》金课建设 
无 张猛 2021.09 5 

13 教育部 

教育部产

学研协同

预人项目 

合同法律风险防范培训 无 李晴 2021.09 5 



14 教育部 

教育部产

学研协同

预人项目 

案例教学模式在法学卓越人才

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无 崔丽 2021.09 5 

15 
中国法学

会 

后期资助

项目 

中国古代法典目录的演变及功

能研究 

CLS(2016)HQ

ZZ03 
张田田 2016 5 

16 
中国法学

会 
自选项目 人工智能法律责任配置研究 CLS(2018)D13 张猛 201812 0 

17 
辽宁省人

大常委会 
重大项目 

重点法律法规知晓率知晓率第

三方评估 
无 王晓 201909 17.5 

18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重点项目 检察机关公益诉权之权源分析 L16AFX004 王晓 201611 2 

19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重点项目 
农业供给侧改革视野下的辽宁

农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L17AFX003 阎其华 201712 2 

20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辽宁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挑战与

对策研究 
L17BFX008 包玉秋 201709 1 

21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利用公私合作（PPP）模式助

力辽宁经济振兴研究 
L17BFX012 徐海静 201709 1 

21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辽宁省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

“公私协作”（PPP）模式研究 
L17BFX009 崔丽 201710 1 

22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法官裁量权运行机制及偏差控

制研究 
L17BFX010 董琳 201710 1 

23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3D 打印背景下知识产权法律问

题研究 
L17BFX011 宋智慧 201710 1 

24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辽宁省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的

路径研究 
L18BFX005 杜换涛 201807 1 

25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一般项目 论党是领导一切的 L18BLW013 田鹏辉 201807 1 



公室 

26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新经济背景下商业银行混业经

营风险的准入监管法律问题研

究 

L18BFX004 杨海瑶 201807 1 

27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自动驾驶汽车法律问题研究 L18BFX003 方芳 201807 1 

28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新经济背景下辽宁金融刑事法

律风险与监管对策研究 
L18BFX002 李凤梅 201807 1 

29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一般项目 
秋审免死减等机制对现代死刑

的启示 
L20BFX008 孙祺祺 202011 1 

30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自选 
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下外国投

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研究 
L17DFX002 李青 201712 0.5 

31 

辽宁省社

会科学基

金规划办

公室 

自选项目 
人工智能对私法制度的挑战与

应对研究 
L18DFX001 张猛 201809 0 

32 

辽宁省委

依法治省

办 

重点项目 法治辽宁建设规划研究 无 金星 201912 7 

33 
辽宁省教

育厅 
重点项目 

敲诈勒索罪的理论反思与实务

检讨 
WZD201901 单晓华 201909 3 

34 
辽宁省科

技厅 
一般项目 

法律智库服务辽宁省创新驱动

决策模式研究 
无 单晓华 201710 5 

35 
辽宁省广

电厅 
横向课题 

辽宁省应急广播系统运行管理

条例研究 
无 王旭伟 201704 7 

36 

辽宁省本

溪市扫黑

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

领导小组

办公室 

横向课题 涉黑涉恶案件办案指引 无 金星 202005 12 

37 
辽宁省教

育厅 

面上项目 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研

究 

LJKR0338 崔红 2021.11 1.5 

38 辽宁省教 面上项目 国有农场农用地使用权问题研 LJKR0342 葛俏 2021.11 1.5 



育厅 究 

39 辽宁省教

育厅 

面上项目 二元法律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文

化建设研究 

LJKR0344 金星 2021.11 1.5 

40 辽宁省教

育厅 

面上项目 传统民法精神的传承与当代转

化研究 

LJKR0364 武航宇 2021.11 1.5 

41 辽宁省教

育厅 

面上项目  辽宁法律智库建设与高校法

律专业人才的衔接体系研究 

LJKR0335 车流畅 2021.11 1.5 

42 辽宁省教

育厅 

青年项目 法治信仰的中国建构——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应然选择 

LJKQR202101

5 

汪岳 2021.11 1.5 

43 中国法学

会 

自选课题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属性

与规范构造研究 

CLS(2021）

D48 

崔丽 2021.11 0 

44 中国法学

会 

自选课题 超越被遗忘权：我国个人信息

删除权的体系构造 

CLS（2021）

D31 

张猛 2021.11 0 

45 辽宁省教

育厅 

一般项目 法科大学生职业胜任力提升研

究 

无 武航宇 2021.11 1 

46 辽宁省教

育厅 

优质教学

资源建设

与共享项

目 

跨校修读中学习体验的“螺旋

式”周期养成与应用分析 

无 王彬 2021.11 1 

47 辽宁省教

育厅 

优质教学

资源建设

与共享项

目 

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

《法理学》教学方式改革研究 

无 方芳 2021.11 1 

48 辽宁省教

育厅 

优质教学

资源建设

与共享项

目 

国际经济法跨校修读学分课程

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无  李晴 2021.11 1 

49 辽宁省教

育厅 

优质教学

资源建设

与共享项

目 

民法典背景下跨校修读民法课

程的建设与共享研究 

无 杨彬 2021.11 1 

50 辽宁省教

育厅 

优质教学

资源建设

与共享项

目 

民事诉讼法课程跨校选修学分

教学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无 洪东冬 2021.11 1 

51 省教育厅 辽宁省普

通高等教

育本科教

学改革研

究优质教

学资源建

设与共享

项目 

法学国际化教育背景下跨校修

读学分课程的应用与创新 

无 栗峥 2021.11 1 



52 省教育厅 省级教改 互联网+背景下跨校选修学分

教学模式的机遇与挑战 

无 董琳 2021.11 1 

53 辽宁省教

育厅 

辽宁省普

通高等教

育本科教

学改革研

究优质教

学资源建

设与共享

项目 

国际经济法跨校修读学分课程

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无 李晴 2021.11 1 

54 辽宁省法

学会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德法

兼修”的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机

制建设研究 

LNFXH2021A

003 

宋东明 2021.1 1 

55 辽宁省法

学会 

重点项目 智能时代高校法学教育发展的

理念突破与路径选择 

LNFXH2021A

005 

王旭伟 2021.1 1 

56 辽宁省依

法治省办 

重大招标

项目 

辽宁政府法制建设历史研究 202102 王旭伟 2021.06 2 

57 辽宁省教

育厅 

辽宁省新

文科教改

项目 

双循环背景下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创新实践研究 

无 王旭伟 2021.11 1 

58 沈阳师范

大学 

沈阳师范

大学研究

生教改重

大项目 

法学类硕士研究生课程思政体

系建设研究 

无 王旭伟 2021.11  

59 辽宁省经

济法行政

法研究会 

 《省域治理现代化中大数据运

用监管法律研究》 

LNJXYJH2021

01 

王彬 2021.03  

60 沈阳市法

学会 

 《沈阳市企业海外安全及对策

研究》 

SYFX202115 王彬 2021.05 0.1 

61 中国法学

会律师法

学研究会 

 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法律服

务创新模式研究 

2021 自选-30 张猛 2021.05 0 

62 辽宁省社

会学会 

重点项目 新业态从业者劳动关系认定及

权益保障研究 

LSHXHL2021-

007 

崔丽 2021.07 0.07 

63 辽宁省法

学会 

一般项目 新用工形态劳动关系判定标准

与规范调整研究 

LNFXH2021B

004 

崔丽 2021.1 0.5 

64 中国法学

会律师法

学研究会 

一般项目 律师在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中

的角色定位 

20210330 崔丽 2021.05  

65 省社科 一般项目 《民法典》背景下药品临床试

验中受试者权益保护研究 

L21BFX013 郭佳宁 2021.1 1 

66 沈阳市统

战部 

 构建亲清政商管系的“亲”

“清”边界研究 

无 郭平 2021.05 0 



67 "中国法

学会 

一般项目 民行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研究 

无 洪东冬 2021.05  

68 律师法学

研 

一般项目 关于沈阳法治建设工作的对策

研究——基于沈阳各级法院裁

判文书而展开的民诉法与民法

典体系化连接研究 

SYSK2021-0-

054 

姜远志 2021.11 0 

69 究会" 重点项目 辽宁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的

挖掘、整理与研究 

LNFXH2021A

004 

武航宇 2021.01 1 

70 沈阳市社

科联 

一般项目 研究生职业胜任力提升研究  武航宇   

71 辽宁省法

学会 

 关于加强沈阳市见义勇为人员

奖励和保护的建议 

SYFX202103 杨彬 2021.05 0.3 

72 沈阳师范

大学 

 沈阳市营商法治论坛  杨彬 2021.05  

73 沈阳市法

学会 

一般项目 改善营商环境下的企业责任廓

清——以平台企业风险责任法

经济学分析为视角 

SYFX202116 张小琳 2021.05 0.1 

74 沈阳市教

科工委 

 辽宁省法治环境研究 无 金星 2021.01  

75 沈阳市法

学会 

教改课题 螺旋式”教学法在法学专业实

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无 汤优佳   

76 辽宁省委

依法治省

办 

年度课题 律师参与调解工作的意义和方

法 

无 佟金玲   

77 沈阳师范

大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法执

政”的基础范式及事实路径研

究 

21SFB4010 王旭伟 2021.12  

78 中国法学

会律师法

研究会 

 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责任问题研

究 

21SFB2020 李迪昕 2021.12 4 

79 司法部 面上项目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

的司法鉴定问题研究 

LNFXH2021B

003 

陈凤贵 2021.01 1.5 

 

（二）成果 

1.论文类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 

作者 
刊物/会议名称 

发表 

时间 
署名情况 

体现论文水平的有

关说明 

1 
从考词、考事看唐代考课

程序与内容 
霍存福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601 第一作者 被引 7 次 

2 
沈家本“情理法”观所代

表的近代转捩——与薛允
霍存福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12 第一作者 被引 4 次 



升、樊增祥的比较 

3 

宋代“鞫谳分司”：“听”

“断”合一与分立的体制

机制考察 

霍存福 社会科学辑刊 201611 第一作者 被引 7 次 

4 
我国古代“亲属争产”中

亲情伦理与所有权的共生 
武航宇 学习与探索 201910 第一作者 

《人大复印资

料·法理学法史

学》2020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获辽

宁法治文化研究会

优秀成果一等奖，

被引 2 次。 

5 
中国古代借贷契约中的义

利观及其当代镜鉴 
武航宇 江汉论坛 201912 第一作者 22 

6 
论中国古代契约中“沽

酒”条款的功用 
武航宇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711 第一作者 

《人大复印资

料·法理学法史

学》2018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沈阳

市社会科学优秀学

术成果奖二等奖，

被引 3 次 

7 
试论《大清律例》律目的

局限 
张田田 探索与争鸣 201712 第一作者 25 

8 法制史歌诀 冯学伟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05 第一作者 39 

9 
英美不能犯理论的演进、

逻辑与启示 
马乐 清华法学 201901 第一作者 

《人大复印资

料·刑事法学》

2019 年第 8 期全

文转载，论文被引

2 次 

10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规范缺

失及立法补正 
李凤梅 法商研究 201709 第一作者 

《人大复印资

料·刑事法学》

2018 年第 1 期全

文转载，被引 7 次 

11 

“不退让法”与我国正当

防卫条款中的“必要限

度” 

马乐 政法论丛 201910 第一作者 被引 9 次 

12 敲诈悖论的意蕴及价值 单晓华 政法论丛 202004 第一作者  

13 
代替考试罪的司法认定研

究 
田鹏辉 社会科学战线 201707 第一作者 

《人大复印资

料·刑事法学》

2017 年第 10 期全

文转载，被引 9 次 

14 
一元行为无价值论的“回

归”：理据与可能――评
单晓华 河北法学 201904 第一作者 31 



《刑法学中的“正当”与

违法性理论》 

15 
认罪认罚作为法定量刑情

节的司法适用 
张琳 广西社会科学 202010 第一作者 33 

16 
论基于合理信念的假想防

卫 
马乐 刑事法评论 201608 第一作者 27 

17 
法治政党若干重大问题初

论 
姚建宗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05 第一作者 

被引 13

次 

18 
寻觅制度的那颗善良的中

国心 
姚建宗 

东北师大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 第一作者 被引 2 次 

19 
监察委员会的留置措施论

要 
王晓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4 第一作者 被引 82 次 

20 
实然与应然:环境与健康标

准的法律地位分析 
王旭伟 江西社会科学 201909 第一作者 24 

21 

社会系统论视域下的社会

治理创新——以检察机关

两种民事检察职能调和与

统一为例 

王晓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1809 第一作者 28 

22 
我国“城市”道路通行权

分配研究 
方芳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601 第一作者 34 

23 
国家环境治理任务的证成

与变迁 
徐海静 社会科学研究 201703 第一作者 21 

24 
关于中国宪法宣誓“法器”

的几点疑问 
姚建宗 光明日报 201602 第一作者  

25 
经济安全与经济刑法立法

模式选择 
田鹏辉 法商研究 201805 第一作者 被引 7 次 

26 
新兴国际金融机构融资制

度发展研究 
李晴 山东社会科学 201809 第一作者 23 

27 

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安全

底线——商业银行介入投

资银行业务的必要法律界

限研究 

杨海瑶 北京社会科学 201601 第一作者 被引 23 次 

28 

“亚投行”对国际金融秩序

构建的国际主张与世界贡

献 

李晴 
南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606 第一作者 29 

29 
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责

任分析 
崔红 地方财政研究 201911 第一作者 38 

30 
激励理论视角下社会保险

反欺诈机制的构建 
崔丽 

湘潭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603 第一作者 被引 7 次 

31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的当下问题与路径建构—

—兼评 foss v.har-bottle 规

则的适用性 

宋东明 齐鲁学刊 201603 第一作者 被引 6 次 



32 

P2P 网贷的刑事法律风险

及防范机制研究——兼及

金融刑法的完善 

李凤梅 社会科学战线 202011 第一作者  

33 
改革抑或守成：论宅基地

使用权的转让 
李晴 农业经济 201808 第一作者 35 

34 
美国农地保护制度及其启

示 
阎其华 农业经济 201806 第一作者 36 

35 
宅基地使用权外部转让的

构想 
杜换涛 东岳论丛 201910 第一作者 被引 5 次 

36 
民法视角下冷冻胚胎的法

律属性与处分规则 
杜换涛 

苏州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604 第一作者 被引 19 次 

37 

论个人信息的合法收集—

—《民法总则》第 111 条

的规则展开 

杜换涛 河北法学 201809 第一作者 30 

38 
3D 打印背景下专利间接侵

权研究 
宋智慧 学术论坛 201707 第一作者 32 

39 
辽宁省农地规模经营的法

律政策问题研究 
阎其华 农业经济 201806 第一作者  

40 

基因权利的法理基础与规

制进路——由“基因编辑

婴儿”引发的思考 

崔丽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03 第一作者  

41 

唐古之奇《县令箴》的建

树与影响——法官箴言系

列之六 

霍存福

（第一单

位非沈

师） 

当代法学 202102 第一作者  

42 
清末紫阳司法档案中的先

买权案件研究 

霍存福

（第一单

位非沈

师）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04 第一作者  

43 

《民法典》第 1009 条：基

因人格权的创设、证成与

实现 

崔丽 东方法学 202101 第一作者  

44 敲诈悖论的意蕴与价值 单晓华 
人大复印资料·刑

法学 
202104 第一作者  

45 
英美判例中的“不能”辩

护事由及其启示 
马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 
202102 第一作者  

46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

属性与保护路径——以

《民法典》第 1034 条的解

释为出发点 

崔丽 学习与探索 202110 第一作者  

47 
环境标准的侵权法效力观

释评及其制度重塑 
王旭伟 江海学刊 202107 第一作者  

48 
个人数据权利刑法保护的

立场选择及实现路径 
李凤梅 法商研究 202111 第一作者  



2.学术著作 

序号 著作名称 
著作 

类型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再

版时间 
是否入选文库 

1 
案例故事中的清代刑法史

的初探 
著 张田田 法律出版社 201912 否 

2 《大清律例》律目研究 著 张田田 法律出版社 201712 否 

3 

法学视域下环境治理模式

的创新——以公私合作为

目标 

著 徐海静 法律出版社 201712 否 

4 营业自由研究 著 杨阳 法律出版社 201712 否 

5 
刑法学中的"正当"与违法

性理论 
著 马乐 法律出版社 201712 否 

6 
农地规模经营行为法律规

制问题研究 
著 阎其华 法律出版社 201712 否 

7 
中国的司法——一般理

论、政治功能与纠纷解决 
著 姚建宗 法律出版社 201712 否 

8 
地方治理法治化研究——

规范立法与创新制度 
著 崔红 

知识产权出

版社 
201608 否 

9 
西北汉简所见经济类文书

辑解 
著 武航宇 

知识产权出

版社 
201805 否 

10 刑法拟制研究 著 李凤梅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1606 否 

11 
司法理性的实践：改造审

判日本战犯研究 
著 武航宇 

知识产权出

版社 
201912 否 



3.出版教材质量（限 10 项） 

序号 教材名称 
主要作者

/译者 

署名 

情况 

出版/再版

时间 
出版社 版次 教材使用情况 备注 

1 

中国法制

史（第二

版） 

霍存福 
首席专

家 
2017-04 

高等教

育出版

社 

第二版 

本教材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点教材。全

国高等院校法学专

业唯一指定教材用

书。2019年已第 3

次印刷。 

“马

工

程”

教材 

2 法理学 姚建宗 
首席专

家 
2018-08 

人民出

版社、

高等教

育出版

社 

第一版 

本教材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点教材。全

国高等院校法学专

业唯一指定教材用

书。2018年已第 20

次印刷。 

“马

工

程”

教材 

3 

行政法律

实务实训

教程 

方芳 

系列教

材分册

主编 

2016-01 

高等教

育出版

社 

第一版 

法学实践教学系列

教程之一。作为

《行政法务实训》

课程的重要参考教

材，本院 200余名

师生使用学习。 

 

4 

民事法律

实务实训

教程 

李晓霖 

系列教

材分册

主编 

2016-01 

高等教

育出版

社 

第一版 

法学实践教学系列

教程之一。作为

《民事法务实训》

课程的重要参考教

材，本院 200余名

师生使用学习。 

 

5 

刑事法律

实务实训

教程 

董琳 

系列教

材分册

主编 

2016-01 

高等教

育出版

社 

第一版 

法学实践教学系列

教程之一。作为

《刑事法务实训》

课程的重要参考教

材，本院 200余名

师生使用学习。 

 

6 

非诉讼法

律实务实

训教程 

周琳 

系列教

材分册

主编 

2016-01 

高等教

育出版

社 

第一版 

法学实践教学系列

教程之一。作为

《非诉法务实训》

课程的重要参考教

材，本院 200余名

师生使用学习。 

 

 



（三）获奖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人 

获奖 

年度 

参与学 

科情况 

1 
2013-2014 年度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二等奖 刑法立法拟制研究 李凤梅 2017 1(1) 

2 
2013-2014 年度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二等奖 为刑法主观主义辩 马乐 2017 1(1) 

3 
2013-2014 年度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二等奖 网络伦理失范及其法律应对 周海博 2017 1(1) 

4 
2015-2016 年度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二等奖 民事诉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王晓 2020 1(1) 

5 
2017-2018 年度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二等奖 

经济安全与经济刑法立法模

式选择 
田鹏辉 2020 1(1) 

6 
2017-2018 年度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三等奖 

论中国古代契约中“沽酒”

条款的功用 
武航宇 2020 1(1) 

7 
2017-2018 年度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三等奖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规范缺失

及立法补正 
李凤梅 2020 1(1) 

8 
2017-2018 年度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三等奖 

3D 打印技术背景下复制权的

扩张 
宋智慧 2020 1(1) 

9 
2015-2016 年度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三等奖 

法治信仰社会化：一个长期

而艰难的过程 
汪岳 2020 1(1) 

10 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 三等奖 《大清律例》律目研究 张田田 2018 1(1) 

11 辽宁省政府 三等奖 
论中国古代契约中“沽酒”

条款的功用 
武航宇 2021 

1(1) 

12 辽宁政法理论年会 一等奖 
辽宁营商环境的特殊法律程

序研究 
阎其华 2021 

1(1) 

13 
第 16 届环渤海区域法治

论坛 
三等奖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的困境与进路 
阎其华 2021 

1(1) 

14 
辽宁省法学会证据法学研

究会 
一等奖 

大数据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

界定及适用 
张琳 2021 

1(1) 

15 辽宁省政府 三等奖 
法治信仰社会化：一个长期

而艰难的过程 
汪岳 2021 

1(1) 

16 
辽宁省商法研究会 2021

年年会 
二等奖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投

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 
王彬 2021 

1(1) 

17 辽宁省社科联 一等奖 辽宁政法理论年会一等奖 车流畅 2021 1(1) 

18 上海市法学会 一等奖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属

性与保护路径 
崔丽 2021 

1(1) 

19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

究会 
一等奖 

民法典视野下民事习惯适用

的困境与出路 
崔丽 2021 

1(1) 

20 
辽宁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

究会 
一等奖 

论鉴定式案例教学在法学本

科教学中的应用 
崔丽 2021 

1(1) 

21 辽宁省人民政府 三等奖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规范缺失 李凤梅 2021 1(1) 



及立法补正 

22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

究会 2021 年 
一等奖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

会 2021 年年会论文一等奖 
张田田 2021 

1(1) 

23 
辽宁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

究会 2021 年 
一等奖 

从清末东北典权纠纷看典契

中的规则与习惯 
夏婷婷 2021 1(1) 

 

 

 

 

 

 

 

（四）基地、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15 日，为沈阳师范大

学校署科研机构，设在法学院，以法学院教师为主体，专兼结合，通过建设核心

学科团队，以法律文化为统领，创造国内一流成果，凝聚学术资源，建设学术平

台，推动学术创新，力争创建一个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全国一流的法律文化研

究中心。 

运作方式上，中心将以科学研究、成果发布、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为主要内

容，主要开展四个方面工作：一是以法学院教师为主体展开工作，即打内家拳；

二是成立七个文化研究室，同时也是七个课题组，即民商法文化研究室、刑法文

化研究室、行政法文化研究室、司法文化研究室、比较法文化研究室、法律文化

学研究室、传统法文化研究室集中展开法律文化问题研究；三是编辑出版以书代

刊的《法律文化论丛》，收纳研讨会、论文报告会等学术成果；四是建立法律文化

研究中心网站并争取建立数据库。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经济、社会和文化三者的齐头并进，而许多法律问题归根

到底即是文化问题，建立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是提升法学研究水平的重要环节，

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学科交叉，要使用文化学的概念和范畴来研究法律。同时，欲

建立法律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其将以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建构先进且适于

本土的法律制度、促进和谐公正的法律实践、培养卓越的法律精英、培育理性且

具有民族性的法律文化等五个方面作为建设重点。法律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将时刻



紧随发展的趋势、站在法律文化研究的前沿和高端、并致力于引领该领域的研究

方向与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