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未来十年的法律合作（一） 

 

2012年 5月 26日 

 

5 月 26 日下午，2012 上海论坛之“亚洲未来十年的法律合作”法律分论坛

的第一场会议在西郊宾馆二号楼绿厅举行。此场会议以“亚洲法律合作的历史与

现状”为主题，由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志强教授主持。 

会议首先由本次法律分论坛主席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孙笑侠教授对本次 2012

上海论坛法律分论坛的主题进行相关介绍。随后，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中国

香港的学者们就会议主题作了报告。 

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教授、吉林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教授首先作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外交》的报告。

张文显教授认为，由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和国家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以法律为

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即法律外交是对于中国在对外关系与国际格局发展

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策略。开展法律外交顺应了当今世界法治化的

趋势，体现了中国正着手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的努力，

同时对于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及维护中国利益，促进中

国各项事业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张文显教授还提出了开展法律外交的主

要方式：第一，在体制和机制上顺应开展法律外交的需要；第二，主动有效地参

与国际立法、国际执法和国际司法；第三，积极推广以法律为内容的外交活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以“亚洲的法治未来与新世界

秩序”为题进行了报告，他强调亚洲的法律工作者与法律学者是为了新世界的秩

序而开展合作。他认为当今世界仍处于第一现代性世界秩序，即威斯特法利亚体

系建立后所形成的世界秩序。这样一个第一现代性的世界秩序，其背后的哲学和

世界观是西方的，而通过殖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加给东方世界。然而，该秩序

如今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它无法应对全球环境保护、全球恐怖主义、全球金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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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建立第二现代性的秩序有其重要性。

但由于第二现代性世界秩序并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因此构建新世界的秩序需要

亚洲发出其声音，而这使亚洲的法学学者和法律工作者通力合作，把亚洲人、东

方人对世界的认识，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贡献给未来的新的世界秩序。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日本最高法院法官 Takahashi Yuki 先生围绕

中日两国政府层面上法律专业人员间的交流作了精彩的发言。Takahashi Yuki

先生主要介绍了中日两国政府层面上法律专业人员交流的历史以及在这些交流

项目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提到，自中国加入 WTO以来，中日政府间在法律

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不断加强，日本给予了中国很大的法律技术援助，援助主要

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2004到 2010年的技术援助计划。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以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形式先后开展了两个长期项目：经济法律基

础发展项目（2004-2008）以及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发展项目（2007-2010）。这

些项目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这过程中很多问题也

开始出现，比如很难满足中国的立法需求、很难改变项目的法律领域、一些中国

官员更多地要求交流而不是援助或者合作。第二个阶段为 2010 年至今的个人援

助项目及非官方发展援助交流，包括民事诉讼法及其他司法项目（2010—2013）、

司法能力建设项目（2010—2012）、打击犯罪及刑事司法培训项目（2009—2012）

和中日两国研究机构个人交流项目（非官方发展援助）。这些项目为中日两国的

交流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第三个阶段正在考虑之中。Takahashi Yuki 先

生认为，在此阶段有必要在法律技术领域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努力寻

求官方发展援助框架外的交流与合作。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Jisoo Kim教授从比较的视角分析了在东亚未引进西

方的法律制度前，中国的儒家法律思想及实践对现代韩国早期司法实践的影响。

Jisoo Kim 教授通过探究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的上诉程序、上诉模式、

上诉的案件类型以及当时的韩国法典和中国的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上的应用，阐述

了中国的理学法律思想对朝鲜王朝时期司法实践的影响以及朝鲜王朝在追求正

义方面与中国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香港大学的李亚虹教授发表了题为“亚洲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合作的挑战与可

能性”的报告。在报告中，她从五个方面详细阐述这一主题。首先，她介绍了亚 

 



 

 

洲知识产权法律合作的背景。继而，她详细分析了亚洲知识产权法律合作的必要

性、它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最后，她提出了若干可能的合作形

式以及对此的考量。李亚红教授认为，亚洲开展知识产权法律合作是大势所趋，

并且需要克服基于文化多样性、历史怀疑以及法律制度上的差异等因素所导致的

困难。 

在会议的最后，各位与会嘉宾就本场会议的主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Donald 

Clarke 教授及张光杰教授都对“法律外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讨论过后的评

议阶段，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委书记沈国明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董茂云教

授对各位嘉宾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议，总结了过去亚洲各国在法律合作领域取得的

成就和现存的问题，并肯定了亚洲法律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12 上海论坛

法律分论坛第一场会议在友好而热烈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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