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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教育與研究暨香港法律查明中心及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共同舉辦

「裁判者視角下的中國大陸法院、法官與司法制度」學術研討會 （2022 年 

10 月 14 日） 

  
 

2022 年 10 月 17 日 

吳灝欣 

 

自 2009 年起，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法官學院聯合舉辦中國法官

課程。2022 年法官班課程過半，城市大學法學院司法教育與研究暨香港法律查明中心（JERI）及中國法與

比較法研究中心（CCCL）於 2022 年 10 月 14 日，邀請了五位法官班學生作為講者舉辦一場學術研討會，

於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 M3017 演講廳進行，讓與會者能了解更多裁判者視角下的中國大陸法院、

法官與司法制度。 

 

本研討會邀請了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教授作歡迎辭，然後為了讓與會者能對五位法官有更

多認識，邀請了司法教育與研究暨香港法律查明中心主任林峰教授為他們五位作簡單的個人介紹。今次有

幸邀請到的五位講者分別為山西轉型綜合改革示範區人民法院院長王迪法官、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監

督第一庭副庭長劉毅法官、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侯軍法官、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副

庭長陳東強法官及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四級高級法官朱文彬法官。王迪法官以「從審判權與執行權的關係看

中國大陸法院執行權與執行體制機制運行現狀」為題，先淺出深入地講解審判權與執行權的概念、性質、

區別及相互關係，最後再解說中國大陸法院執行機構的歷史沿革及現時的執行製度運行模式。劉毅法官則

以孫小果案為例，分享中國刑事司法的問題與成就。她先暴力中成長的孫小果案引入講出案件反映的問題

及糾錯的成就，再仔細解釋孫小果案件中「催化劑」包含減刑程序鏈條上報請、裁定、檢察各關失守等等

問題，最後以近年來刑事司法的進步作結。而侯軍法官則以北京三中院實踐為樣本，簡介民商事審判繁簡

分流機制改革開展情況，他先是講解繁簡分流機制的背景及制度設計，再深入講解具體實踐的例子，包括

線上加線下同時審理證券虛假陳述糾紛、最後強調「審判工作由案等人變為人等案」，可見分流成效顯

著。而陳東強法官就以「統一法律適用標準工作情況概要--從一名山東民事審判法官視角」為題，《最高

人民法院關於完善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試點的實施辦法》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因此調整了

民事審判庭職能，他最後一再強調加強審判工作指導的重要性。最後一位講者為朱文彬法官，他以「不正

 

 



2 

 

當競爭的司法審查範式」為題，他指出將消費者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引入不正當競爭司法審查範式的嘗試

在目前中國司法實踐中仍屬於摸索階段，案例還比較少，但他認為未來可以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特別是反不

正當競爭法的價值目標、利益保護的趨勢變化、效能競爭、競爭法的經濟分析等內容的同時，立足於國情

及法制現狀開展再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研討會以林峰教授簡單的閉幕辭作結。他再次感謝各位與會者的積極參與及在會議上提出的寶貴的意

見。總的來說，本次座談會不單取得了豐盛的成果，而且亦奠下了未來一系列以法官班學生為主要角色的

研討會基礎 。 

 

 

 
 

研討會上的王迪法官及劉毅法官。(由左至右) 

 
研討會上的及陳東強法官及朱文彬法官。(由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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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上的侯軍法官法官及參與研討會的學生。(由左至右) 

 

 
林峰教授、王江雨教授。(由左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