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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与比较法论坛（第2-3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欧洲法与比较法
研究所主办的。
《论坛》以国际法尤其是外层空间法、欧洲法、国际司法制度、国际人权法等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兼
顾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的其他领域，通过连续不断的深人研究，打造一支具有特色研究领域和独特研
究方法的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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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海峰，教授。
男，汉族，教授，法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欧洲法和比较法学。
198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学专业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1994年起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学习。
1996年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欧洲刑法与刑事政策法学硕士学位。
1997年7月参加法国国际人权学院在斯特拉斯堡组织的夏季国际人权法培训班。
1996年起，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1984年至1996年，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先后任书记员、法官，其间参与了中国《法官法》的起
草。
1994年至1995年，在法国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巴黎若干国际律师事务所实习。
1997年和1998年期间，先后担任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客座讲师和客座副教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欧“欧洲法”培训项目第一、第二、第三期协调人。
2002年5月至2004年8月，担任中欧人权学术网络项目经理，任职于爱尔兰人权中心。
2004年9月，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人文学院法律系主任。
2004年10月，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经贸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硕士生导师。
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欧洲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所长、2005年10月，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
2006年1月，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法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外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和客座研究员。
现任法学院教授会主任。
赵海峰教授目前的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
欧洲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航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
比较法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会长、黑龙江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空间法学会
会员、国际诉讼法学会会员、国际刑法协会中国分会会员、法国欧洲刑法研究会会员等。
近年主要学术成果有：以中文、法文、英文在《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刑事法杂志》、《人民司
法》、《比较法研究》、《法学家》、《法学杂志》、《环球法律评论》、《中国航天》、《刑法论
丛》、《诉讼法论丛》、《刑事法评论》、《欧洲法通讯》、法国《GazzetteduPalais》和
《RevuedeSciencesCriminelleetdedroitcomparé》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欧洲法、国际司法制度、空间法、比
较法和刑事政策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译文70余篇，撰写、主编和参与撰写著作《国际司法制度初论》
（主要作者）、《欧洲法问题专论》（专著）等10余部，译著（合译）《世界法的三个挑战》、《为
废除死刑而战》、《法国商法》等4部。
1998年创办全法法律和经济协会《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法国巴黎）杂志并任主编（至2004年）
，2000年创办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刊物《欧洲法通讯》并担任主编(已出版5辑)，任法国现代法学名著译
丛（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主编（已出版三本），任《空间法评论》和《国际法与比较法论坛》主编
。
主持省部级项目3项，担任（过）多个国际合作项目的项目主持人、项目协调人、项目经理。
在作为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理事长期间，组织、领导和推动了多项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
2005年获得“黑龙江省第二届杰出法学工作者”称号。
2006年度发表学术论文12篇，出版专、编著4部，获得省部级课题2项，黑龙江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佳作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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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题研讨：欧盟宪法条约欧盟宪政中的纵向权限分配模式机遇与挑战：欧盟宪法下的法院体系初探论
《欧盟宪法条约》对欧盟人权保护的影响欧盟“自由、安全和公正空间”政策一体化轨迹和趋势《欧
盟宪法条约》中法律工具改革之评析欧盟条约的简化和重组欧洲法欧盟公共采购法律救济制度欧盟地
理标志法律制度述评——写在DS174、DS290裁决之后欧洲合同法一体化的进程、困境与出路初探欧洲
共同体反规避制度欧共体竞争法执行体系的重构及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启示国际法国际司法领域法庭
之友制度的运行及其影响“国际刑事法治”视野下的“三造诉讼”——以国际刑事法院情势和案件为
例一部继往开来的国际私法——《斯洛文尼亚国际私法》立法介评论东盟意识的发展变化与影响——
从马新水供争端谈起比较法从理念到规则：德国民事上诉制度改革述评两大法系著作权法、版权法中
有关精神权利的比较研究法国违宪审查制度探析论政府发起的社会标签制度香港基本法中“国家行为
”学说的困惑学术信息西法东渐新视野——评武汉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丛书”哈工大欧洲法与比较法
研究所的工作进展南京大学一哥廷根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简况欧洲经济一体化中的新法律问题国际会
议综述域外法规信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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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法与比较法论坛(第2-3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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