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上海“国际法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会 

议 

议 

程 
 

主办单位：上海市学位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协办单位：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 

                 上海市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 



 

 

11 月 24 日上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文信息楼 503 会议室 (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1900 号)             

 

07:30-08:20                          签  到                                      

 

08:30-09:20                          开幕式                                      

 

   主持人          杨  浩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1.嘉宾介绍及致辞（20 分钟） 

倪受彬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	

龚柏华             上海市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 

杨国华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 

    陈  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 

	
2.获奖代表感言：郭中元   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5分钟）	

 

3.颁奖典礼（10 分钟） 

 

4.与会代表合影留念（15 分钟） 

 

09:20-12:00                         主旨演讲                                     

 

   主持人          陶立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1.大会主旨演讲一 (09:20-10:30) 

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世界贸易与投资组织的构建                                                   

   杨国华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             

2.大会主旨演讲二 (10:30-11:40)  

论“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热点问题                                         

   贺小勇          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互动环节（20 分钟） 

 

12:00-13:00                          午   餐                                     
	
	
	



 

11 月 24 日下午 

 

13:00-14:45                论文宣讲及点评    第一单元                            

 

   主持人          朱怀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优秀论文交流点评（90 分钟） 

  宣讲人：  

（1）罗凯中：《论条约解释中嗣后惯例的判定》（同济大学） 

（2）张  建：《论国际投资条约争端的可仲裁性》（中国政法大学） 

（3）汪梅清：《“一带一路”下中欧 BIT 面临的法律问题及启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4）文晓博：《从国际投资仲裁实例看 ICSID“快速程序”实体标准的适用——以 ICSID

仲裁规则第 41（5）条为核心》（复旦大学） 

（5）王  徽：《第三方资助仲裁监管研究——以香港和新加坡最新发展为引子》（华东政

法大学） 

（6）张淼淼：《论贸易便利化协定对我国的影响与挑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评议人:   

    闫卫军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胡加祥   上海市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宋锡祥   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2.开放讨论(15 分钟) 

 

14:45-14:55                         休    息                                     

 

14:55-16:45                 论文宣讲及点评   第二单元                             

 

   主持人          殷  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优秀论文交流点评（95 分钟） 

  宣讲人：  

（1）李恺祺：《中国接受投资法院争端解决机制条款之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毛雯茹：《WTO 上诉机制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可行性分析》（上海财经大学） 

    （3）胡  丹：《“一带一路”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风险分析与防范》（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 

（4）刘  瑶：《一带一路与我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适用的并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曾  洁：《“利益拒绝”条款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的运用及对我国的启示》（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 



 

（6）郝众望：《论我国船舶优先权的标的范围的扩大》（西南政法大学） 

评议人：  

       宋  杰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理事，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肖  冰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东南大学教授 

       高永富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2.开放讨论(15 分钟) 

 

17:00–18:00                         晚   餐                                     

 

 

 
	
	
11 月 25 日上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文信息楼 503 会议室  (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1900 号)           

 

08:30–10:15                 论文宣讲及点评  第三单元                            

 

   主持人          蔺  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优秀论文交流点评（90 分钟） 

  宣讲人：  

（1）王  睿：《<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在我国的认定——基于我国司法裁判的

实证研究》（复旦大学） 

（2）莫  雪：《“一带一路”之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困境与出路》（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 

（3）孙思琪：《论“一带一路”建设的航运法律保障》（上海海事大学） 

（4）谢  磊：《国际仲裁中第三方资助的费用问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5）郭中元：《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法院适用 CISG 的实证研究》（海南大学） 

   （6）石国送：《涉外商事仲裁中概括性仲裁协议范围的实证分析——兼评<仲裁法解释>

第二条》（复旦大学） 

  评议人:  

      陈  力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 

      蔡从燕   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厦门大学教授 

      王海峰   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开放讨论(15 分钟) 

 

10:15-10:25                           休   息                                    

	



 

10:25–12:10                论文宣讲及点评  第四单元                             

 

   主持人          吴  岚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优秀论文交流点评（90 分钟） 

  宣讲人：  

（1）王  蔚：《浅析“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法挑战及对策》（浙江大学） 

（2）杨博文：《“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绿色发展法的二元模式制度构建》（南开大学） 

（3）谭观福：《WTO 国家安全例外视角下的网络安全》（中国人民大学） 

（4）阮开欣：《网络环境下跨境版权侵权的法律冲突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5）戴艺晗：《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Trade》（澳门大学） 

   （6）杨  俊：《“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救济制度的路径选择研究》（武

汉大学） 

   （7）彭瑞驷：《“一带一路”视域下中日韩投资合作制度化构建》（上海交通大学） 

  评议人:     

   沈秋明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上海海事大学教授 

   刘宁元   上海市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冯  军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理事、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2.开放讨论(15 分钟) 

 

12:10-12:20                          闭幕式                                      

 

   主持人          陶立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致辞人： 冯军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理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12:20–13:20                          午  餐                                     

 

	
	
	
	
	
	
	



 

获奖名单 

一  等  奖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戴艺晗       澳门大学            博士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法院适用 CISG 的实证研究》 

   郭中元       海南大学            硕士	

《论条约解释中嗣后惯例的判定》 

罗凯中       同济大学            硕士 

二  等  奖                                                   

《第三方资助仲裁监管研究——以香港和新加坡最新发展为引子》 

   王  徽       华东政法大学        博士 

《WTO 国家安全例外视角下的网络安全》 

   谭观福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 

《论“一带一路”建设的航运法律保障》 

   孙思琪       上海海事大学        博士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在我国的认定——基于我国司法裁判的实证研究》 

   王  睿       复旦大学            硕士 

《从国际投资仲裁实例看 ICSID“快速程序”实体标准的适用——以 ICSID 仲裁规则第 41（5）

条为核心》    

   文晓博       复旦大学            硕士 

三  等  奖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日韩投资合作制度化构建》 

   彭瑞驷       上海交通大学        博士 

《网络环境下跨境版权侵权的法律冲突问题研究》 

   阮开欣       华东政法大学        博士    

《涉外商事仲裁中概括性仲裁协议范围的实证分析——兼评<仲裁法解释》>第二条》 

石国送       复旦大学            硕士 

《浅析“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法挑战及对策》 

   王  蔚       浙江大学            硕士 



 

《“利益拒绝”条款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的运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曾  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硕士 

《论国际投资条约争端的可仲裁性》 

   张  建       中国政法大学        硕士     

《一带一路与我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适用的并轨》 

   刘  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硕士 

优   秀  奖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绿色发展法的二元模式制度构建》 

   杨博文       南开大学            博士 

《论贸易便利化协定对我国的影响与挑战》 

   张淼淼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硕士 

《国际仲裁中第三方资助的费用问题》 

   谢  磊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硕士 

《“一带一路”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风险分析与防范》 

   胡  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硕士 

《中国接受投资法院争端解决机制条款之研究》 

   李恺琪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硕士 

《“一带一路”下中欧 BIT 面临的法律问题及启示》 

   汪梅清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硕士 

《WTO 上诉机制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可行性分析》（上海财经大学） 

   毛雯茹       上海财经大学硕士    硕士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救济制度的路径选择研究》 

   杨  俊       武汉大学            硕士 

《“一带一路”之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困境与出路》 

   莫  雪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硕士 

《论我国船舶优先权的标的范围的扩大》 

   郝众望       西南政法大学        硕士 

	
	
	



 

学校简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是国家财经类大学之一，主校区坐落于上海历史文化发

祥地松江区。学校创办于 1960 年，55 年来学校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对外开放、对

外贸易发展休戚与共，学校秉持“诚信、宽容、博学、务实”的校训，坚持特

色发展道路，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为学校迈向新蓝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术为魂”的办学理念，现有经济学、管理学、

文学、法学、理学 5 大学科门类，设有国际经

贸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金融管理学院、

法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会展与旅

游学院、商务信息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国际

与继续教育学院、WTO 研究教育学院等学院。

目前学校共有 30 个本科专业，4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5 个二级硕士学位授予点。

学校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

本科大学生创业教育基地。	



 

法学院简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前身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

经济法系，1984 年由前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我

国著名法学家、上海对外贸易学

院名誉院长裘劭恒教授奠基，是

全国第一批经教育部批准设立

的国际经济法院系。1985 年招收首届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与复旦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一起成为上海市最早招收国际经济法专业硕

士研究生的法律院系，也是最早承担全国涉外律师培训的基地之一（华东涉外

律师培训中心）,具有深厚的法学教育传统。1995 年改制成立法学院，是上海地

区最早设立的法学院之一，我国中青年法学家、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主委、

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周汉民教授担任第一任院长。学院在国际贸易法的

研究方面处于全国的前列，多次承办和协办国际法和金融法方面的国际、国内

学术会议。 

   学院现有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法学（商法方向）、行政管理和国际政治

4 个本科专业（方向），其中国际经济法专业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重点专业。同

时设有国际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程序法等 5 个学术硕士研

究生学位点和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2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学

院申报的程序法硕士点已获批准，计划于 2017 年招生。 



 

学校平面图 
	
	

	
	
	
	
	

 



 

    1、交通信息： 

    路线 1：松江大学城地铁站——松莘 b 线或松江 18 路——文汇路人民北路

站——北二门或北三门 

    路线 2：嘉松公路——松重线——外贸学院站——南门 

    2、到达会场： 

    本次论坛主会场位于我校图文信息楼 xxx 室，楼内各层均有电梯直达。 从

北二门进入，直行进入主干道，信息楼位于右侧。 从北三门进入，路过外贸一

食堂，向前直走，右侧为停车场和行知楼，信息楼则位于左侧。从南门进入，

信息楼就在正前方，上台阶进入楼内，乘坐电梯。 

    3、景点： 

    松江七校。松江大学城共有七所学校，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七校景色秀丽，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物

和独特的人文底蕴。 

    泰晤士小镇（松江区三新北路 900 弄）。内有欧式咖啡馆、教堂、独栋别墅

等建筑。从整体布局到一砖一瓦都体现了原汁原味的欧洲风情，每个街区都呈

现不同外观效果，小镇东面更有 400 亩的湖面景观和美丽的游艇码头。 

    辰山植物园（松江区辰花公路 3888 号）。辰山植物园位于由上海市政府与

中国科学院以及国家林业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共建，是一座集科研、

科普和观赏游览于一体的 4A 级综合性植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