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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紐黑文學派與國際法國際會議成功舉辦 (2022 年 12 月 9 日) 

 

2022 年 12 月 14 日 

由浙江大學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撰寫 

 

2022 年 12 月 9 日，由浙江大學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耶魯大學

法學院、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及法學院聯合主辦的第十三屆紐黑文學派與國際

法國際會議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成功召開。本次會議採取線上和線下平行會議模式，分為開幕

式、演講單元、閉幕式等六個環節，邀請了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美國、英國、日本、韓國、泰

國、意大利、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及專家，對紐黑文法學派與當代國際法前沿和

熱點問題展開深入交流和討論。 

 

開幕式環節由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院長王貴國教授致

歡迎辭，耶魯大學法學院 McDougal 講席教授 W. Michael Reisman 發表主旨演講。王貴國教授

首先對與會嘉賓表達了誠摯問候，歡迎大家參加第十三屆紐黑文學派國際學術會議，並深情回憶

了在耶魯大學學習期間與導師——紐黑文法學派重要開創者之一的 Reisman 教授建立的深厚情

誼，指出紐黑文法學派揭示了人類社會決策和決定的過程、執行與不執行的判斷標準、人類共同

價值等，故其不僅是指導國際社會發展的法學理論，而且對列國的社會進步頗有助益。王貴國教

授進一步指出，一個好的理論不但應基於歷史的經驗，適用於當下，也能為未來提供指導。紐黑

文法學派從創立到現在已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與重視，與中華傳統文化主張的價值亦密切相

關，包括人類尊嚴、法治等。 

 

Reisman 教授也向與會人員表達了親切的問候，同時表示所有國際律師都面臨如何在國際

社會和國家社會的價值和利益衝突中做出選擇的困難。 Reisman 教授以荷花案中英國前檢察總長

Shawcross 面對的專業判斷和國家效忠間的困境為例，認為在當今世界國際強行法並不確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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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此問題更為重要。 Reisman 教授特別提到國內規範與國際法的要求可能不同，如人權方面，

這就更要求國際律師和國際法學者要秉持正義的理念，堅持國際法的原則，為人類的發展做出貢

獻。 

 

 

  

會議第一單元由主持人日本神戶大學 Fujio Kawashima 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法學院張乃根

教授發表了題為“變化世界中國際法與意識形態的關係”的演講，認為國際社會面臨變化世界帶

來的諸多挑戰，包括傳統國際法從歐洲發展到世界有著所謂文明國家的意識形態，尤其是當今的

國際法理論有著新冷戰思維模式，應予以去除，並根據《聯合國憲章》朝著更加包容的方向發展。

英國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院 Matthew Erie 副教授發表了題為“法律制度的表面與實際：美國的

法律例外主義和法律世界主義的中國夢”的演講，認為美國和中國在處理國際法與內國法的關係

方面採取了不同的做法，孰勝孰劣值得關注。澳大利亞科廷大學法學院 Tomas Fitzgerald 教授發

表了題為“人工智能監管：解決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紐黑文方法”的演講，以紐黑文學派的理論為

基礎，分別就外層空間法、人工智能法、人工智能與文化等方面展開論述，認為技術開發與公共

政策的製定存在相通之處。香港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朱穎博士發表了題為“自下而上的窘境：國

際投資法與環境治理”的演講，認為國際投資法對列國的環境監管產生了 “寒蟬效應”，主張以

自下而上的模式治理環境，並對未來環境治理的仲裁和條約制定等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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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第二單元由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王江雨教授主持。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院長顧

敏康教授發表了題為“國際關係的精神：講信修睦”的演講，認為“講信修睦”早在《禮記》中

就有所記載，不僅是中國先秦時期設想的大同社會的主要特徵，還是調整人與人、國家與國家間

關係的共同準則，並指出追求和平與和諧是世界發展大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所長劉

敬東教授發表了題為“新加坡調解公約與中國商事調解立法”的演講，認為儘管《公約》有助於

商事調解，但同時也提出了挑戰。劉教授認為中國終將批准《公約》並製定獨立的商事調解法，

以執行《公約》。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 Swaran Singh Jaswal 教授發表了題為“人類尊嚴

與和平”的演講，指出印度憲法對人類尊嚴與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例如規定了平權行動、知情

權、教育權等。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沈偉教授發表了題為“人民幣與全球金融（貨幣）體系”

的演講，解釋了美國金融霸權的成因，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再到貨

幣帝國主義，指出美元具有“先發優勢”；人民幣的發展機遇在亞太地區，建立“人民幣區”是

一種去美元化的努力，任重而道遠，並提出了三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吉林大學法學院院長何志鵬

教授發表了題為“國際正義：一個術語的歷史演變”的演講，從時間維度和空間闡釋了“正義”

概念的變化，提出了對“正義”的相對理解。 

 



4 

 

 

 

會議第三單元由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院長趙駿教授主持。韓國首爾大學法學院

Nohyoung Park 教授發表了題為“國際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一個觀察”的演講，探討了 RCEP、

USMCA、KSDPA 和 DEPA 等國際協定對數據跨境流動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石靜霞教授

發表了題為“WTO上訴機制的可能未來”的演講，提出中國是多邊主義和爭端解決兩級程序的堅

定支持者，認為世貿組織的上訴仲裁程序也許會長期存在。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洪延青教授發表

了題為“數據與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關係”的演講，認為數據權力可以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方

面得到運用，數字化改變了政府治理模式，大數據可以幫助政府規劃教育、醫療、公共交通等領

域。澳大利亞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高級講師 Rajesh Sharma 博士發表了題為“現在是在 ISDS 中

確定實質性義務標準的時機嗎？”的演講，認為在 ISDS 中使用 ADR 是有必要的，亟須建立具有

一致性和可預測性的 FET標準。泰國國立政法大學 Nartnirun Junngam 教授發表了題為“泰國在

投資條約仲裁中的首次亮相：Walter Bau 案對國際投資法參與者的法律影響”的演講，分享了條

約制定、嗣後慣例對條約解釋的重要性等學術觀點，認為仲裁庭對國際法的理解對於投資條約仲

裁的可信度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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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第四單元由浙江大學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副院長、光華法學院程樂教授主持。日本

名古屋大學國際發展研究生院 Tomoko Ishikawa 教授發表了題為“第三方參與投資者：國家調

解”的演講，指出當下投資調解雙方的權力和資源的不平衡成為解決投資爭議的障礙，認為由第

三方參與投資調解有助於此問題的解決。意大利布雷西亞大學法學院 Stefano Porcelli 教授發表

了題為“‘勝利者’在快速變化世界中對法律採取的動態方法”的演講，從商法和民法角度強調

了使用批判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意大利費拉拉大學法學院Alberto De Franceschi教授發表了題

為“歐盟數字市場法：確保在線市場的公平性和透明性”的演講，討論了歐盟為確保公平和安全

的數字市場而採取的具體措施。英國杜倫大學法學院陳磊教授發表了題為“中國民法典中情勢變

遷理論的反思”的演講，認為儘管《民法典》中規定的 DCC 規則並沒有賦予中國法院不受約束的

權力來免除合同責任，但賦予了法院解釋某些條款的裁量權，以改善情勢變遷所造成的不公平。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法學院 Geraint Howells 教授發表了題為“亞洲的消費者保護”的演講，指出

亞洲消費者面臨著不平等待遇，認為亞洲消費者非對抗性的文化傳統促進了調解訴求的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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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閉幕環節，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院長王貴國教授、香港城市

大學法學院王江雨教授、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趙駿教授分別緻辭。王貴國教授首先對線上線下的

各界參會人士表示感謝，認為與會演講者的觀點具有啟發性，是一次成功的國際會議。王江雨教

授對主辦方和與會學者的演講表示感謝，每一位嘉賓的觀點都讓其深受啟發，受益匪淺，尤其加

深了對國際關係中政策導向研究方法的理解。趙駿教授認為，紐黑文法學派與國際法國際會議為

學者們溝通學術觀點提供平台，產生了很多真知灼見，促進了國際關係和國際法之間的對話以及

實踐和理論之間的互動，他向每一位與會者表示感謝。最後，王貴國教授總結道，紐黑文法學派

是一個非常全面系統的法學派，不僅包括研究方法，而且涵蓋人類社會的價值、目標和方向，且

與中華傳統文化倡導的價值頗為一致。王貴國教授認為在本次紐黑文法學派與國際法國際會議上，

各參會者交流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觀點，期待下一屆與大家在線下共敘友情、共享學術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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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第十三屆紐黑文法學派國際會議圓滿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