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成员论文一览表 

 
序

号 
姓  名  论  文 

1 杜承铭  

【论文】  

1. 论法律实质推理得主要形式《江汉论坛》2005 年第 7 期（代表）； 

2. 论健康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河北法学》（中文核心期刊）2007 年 1 月 第 1 期（代

表）； 

3. 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特点及启示，《广东商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ISSN1008-2506； 

4. 新视角反映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南方日报》理论版·观点 2004 年 3 月 23 日 A07 版，

CN44-0001； 

5. 论宪法权利价值理念的转型与基本权利的宪法变迁《法学评论》（法学核心期刊）2004 年

12 月第 6 期；《宪法学、行政法学》2005 年 2 月第 1 期 

6. 人权本源宪政理念的冲突与调适《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7. 电子合同的若干问题探析《科技进步与对策》（中文核心期刊）2005 年第 12 期； 

8. 人权主体宪政理念的差异与调适《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 年 2 月第 1 期； 

9. 本科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选择、构建与实现（独立）《教育与职业》（中文核心期刊）2006 

年 11 月； 

10. “信访权”之宪法定位《辽宁大学学报》  2006 年 11 月 第 6 期 

11. 人权主体宪政理念的差异与调适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 年 2 月第 1 期 

12. 以本科应用性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第一作者），《广东教育装备》

2008 年 12 月 

13. 1954 年宪法的基础:<共同纲领>的历史地位及其反思《1954 年宪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14. “论人大代表选举中累积投票制的构建设”（第一作者）《太平洋学报》（CSSCN）2008 年

第 3 期，《宪法学，行政法学》2008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 

15. 论行政合同单方变更与解除 （第一作者） 《武汉大学学报》（CSSCN）2008 年第 6 期 

16. “人性尊严：作为民生之本的宪法权利“（独立）《江汉大学学报》2008 第 3 期；《高等学

校文科学报文摘》2009 第 1 期转载； 

2 邓世豹  

【论文】 

1. 人权宪法保障的层次结构论 《学术研究》2004 年第 10 期（代表）； 

2. 司法介入大学管理三原则—以大学对学生管理权为例《高教探索》2004 年第 1 期 

3. 我国社会事业组织演变趋势及其法治意义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 年第 3 期 

4. 论司法介入大学管理三原则  《高等教育》2004 年第 5 期； 

5. 我国社会事业组织演变趋势及其法治意义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6. 人权宪法保障更趋完善  《南方日报》（理论版）   2004 年 3 月 23 日； 

7. 责任行政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南方日报》理论版  2004 年 5 月 12 日； 

8. 宪政逻辑与宪法文本的完善  《武汉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3 期； 

9.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宪政诠释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3 期； 

10. 平等：和谐社会之基 《法学论坛》2005 年第 4 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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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学专业的办学特色  《法治日报周末法学院》 2007 年第 12 期； 

12. 全面落实农民公民权利的行动纲领 《法学论坛》 2007 年第 2 期； 

13. 情况判决中个人利益的保护 《法治论坛》 2007 年第 7 辑； 

我国非政府组织监管机制的完善——以“全国牙防组”事件为例   《法治论坛》2008 年

第 9 辑 

14. 住房保障立法，保障公民住房权《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法课题》2007 年卷 2008 年 9 月；    

3 房文翠  

【论文】 

1.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局限性以及完善（合作）《法律适用》  2006 年第 11 期（代

表）； 

2. 接近正义寻求和谐：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哲学之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 年第 3期）  人

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全文转载 2007 年第 11 期 

3. 知识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与效用——兼论我国法学教育知识观的重构 人大复印资料《法

理学、法史学》全文转载  2004 年第 1期； 

4. 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意义的探讨《中国大学教学》2004 年第 10 期； 

5. 企业生产行为守则运动与外来员工权益的保护《广东商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期； 

6. 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学习与探索》2005 年第 1期； 

7. 逻辑与经验：现代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分析与借鉴――以哈特新分析法学方法为视角  

《政法论丛》   2006 年 4 期； 

8.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法学教育价值寻求――兼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    《和谐社

会构建与法治国家建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9. 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语境下的我国法学教育前景   《烟台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期； 

10. 法学教育改革新导向：案例指导制度  《法律适用》  2008 年第 6期； 

11. 我国法律方法教育的反思 《 现代法学》  2008 年第 4期 

12．和谐社会与弱势群体权利保障《 学术研究》2006 年 04 月第 4期； 

13．人权：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价值基础 《行政与法》2006 年第 9期； 

1.  

4 彭真军  

【论文】 

1. 规定“必须原装进口”违法  《南方日报》  2004 年第 4 期； 

2. 试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之完善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2004 年卷第 6 期； 

3. 试论完善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   《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3 期； 

4. 对“两个基本”的几点思考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3 年·刑事诉讼法学卷)    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9 期； 

5. 民营企业经营的法律风险与对策  《中南林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5 期； 

6. 物权法：构建和谐社会之法   《南方日报》  2005 年 7 月 13 日； 

7. 论纵向限制竞争行为规制之必要性与措施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8. 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之问题与对策  《株洲工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5 期； 

9. 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与完善   《求索》2005 年第 9 期； 

10. 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机制的若干建议  《特区经济》  2006 年 2 月 25 日； 

11. 论我国反垄断法对纵向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  《经济论坛》2006 年第 8 期； 

12. 美国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之争评析 《求索》  2006 年 12 期； 

13. 略论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创新   《教育思想与观念探索》  2007 年 7 

14. 论我国反垄断法对特许经营限制竞争行为之规制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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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方式探讨 <《经济论坛》  2007 年第 20 期； 

16. 新《处方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尚需完善  《中国药业》  2007 年第 22 期 

17. 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几点反思，《广东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18. 美国和欧盟对特许经营限制竞争行为规制之比较与借鉴，《求索》，2008 年第 3 期 

19. 医疗机构执业药师有关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医院管理》  2008 年第 6 期； 

20. 论医疗机构中执业药师的法律保障  《中国药房》  2008 年第 16 期 

21. 我国医药产业转型期政府对医药市场的监管《中国医药导报》2008 年第 36 期 

 

5 钟立国  

【论文】 

1.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法律评析 《法学评论》2005 年第 4 期；

2. WTO 区域贸易协定制度与中国的对策 《岭南法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 

3. 欧盟与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比较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4. 加入世贸组织与我国的“三农”问题 《决策与信息》  2005 年第 9 期； 

5.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责任  《新视角》  2005 年第 12 期； 

6. 评析《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WTO 与中国经济》2005 年 6 月；

7. 当代国际反倾销立法发展评析  《WTO 与中国经济》 2005 年 6 月； 

8. WTO 争端解决机制非违反之诉的适用分析 《武汉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 

9. 论 CEPA 的原产地规则  《河北法学》 2006 年第 2 期； 

10. 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一个两悖的命题 《 决策与信息》  2006 年第 1 期； 

11. 服务贸易的原产地规则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2 期； 

12. 区域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标准、功能及其协调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13. “浅析《新时代经济伙伴协定》及其借鉴意义”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1 期；；

14. “内地与香港 CEPA 机构设置刍议”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 年第 1 期

1.  

6 蒋石平  

【论文】 

1. 也论诱惑侦查行为  《法学评论》 2004 年第 4 期（代表）； 

2.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现代法学》 2004 年第 2 期（代表）； 

3. 论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的影响  《广东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4. 论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前沿研究》第二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年 7 月；

5. 美国和日本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比较研究 《政法学刊》 2004 年第 4 期； 

6.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广东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3 期； 

7. 测谎技术法律问题透析 《法学评论》 2006 年第 3 期（代表）； 

8.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广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 

9. 监听的法律规制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3 期； 

10. 论侦查行为的实施原则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2007 年第 7 期 

11. 案例教学－－连结法学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科教文汇》 2007 年第 7 期 

12. 论我国公诉变更制度的完善——以中日公诉变更制度之比较为视角《 当代检察官》2007

年第 8 期； 

13. 诱惑侦查对象质疑 《韶关学院院报》 2007 年第 10 期； 

14.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询 《刑事诉讼前沿研究》 2007 年 10 月； 

15. 超期羁押问题的法理思考 《法制与经济》 2007 年第 10 期； 

16. 我国侦查主体与侦查权的合理设置与配置 《河北法学》2008 年第 2 期； 

17. 英美刑事庭前准备程序比较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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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论我国刑事程序的“行政化”倾向——以未决羁押制度为视角  《 法学评论》  2008 年

第 4 期 

 

7 幸   红  

【论文】 

1. 污染物总量控制保障措施研究 《政法学刊》2004 年第 2 期； 

2. 关于我国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思考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2期； 

3. 公益诉讼比较研究及其对我国环境立法的启示 《学术交流》 2005 年第 4期； 

4. WTO 与中国环境标志法律对策  《河北法学》 2005 年第 2期； 

5. 旅游合同损害赔偿责任思考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5 年第 6 期； 

6. 旅游合同格式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中南林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9期； 

7. 生态标签制度与我国环境法律对策——以机电行业生态标签为例 《学术交流》  2006 年

第 4期； 

8. 餐桌污染的控制策略——食品安全立法思考  《商业经济文荟》 2006 年第 6期； 

9. 多媒体技术在高等法学教学中的应用——合同法学习网站设计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6 年第 6期； 

10.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1期； 

11. 排污权交易及其法律规范  《学术研究》  2006 年第 8期； 

12. 排污权交易及其法律规范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  《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2006

年第 12 期； 

13. 流域水污染控制法律对策——以珠江流域水污染为例  《求索》 2006 第 8 期； 

14. 西部旅游开发中的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思考《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年

第 1期； 

15. 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 年第 4期； 

16. 流域水资源管理法律机制探讨——以珠江流域为视角 《法学杂志》  2007 年第 3期； 

17. 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法律适用》（北大核心期刊）2007 年第 8 期；

18. 流域水资源管理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法商研究》（南大核心期刊）  2007 年第 4期； 

19. 流域水资源管理法律机制探讨  《法学杂志》2007 年第 3期（北大核心期刊）； 

20. 突发性水污染应急措施有关机制研究  《人民珠江》  2007 年 8 月 

21.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相关法律问题探讨－以珠江流域为例  《时代法学》  2007 年第 4 期；

22. 对珠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及机构的思考  《人民珠江》  2008 年第 1 期； 

1.  

8 谢雄伟  

【论文】 

1. 论教唆犯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科技创业》  2004 年第 12 期； 

2. 非法采矿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理论刊》2004 年第 6 期； 

3. 单位行贿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刑事司法指南》   2005 年第 1 集； 

4. 医疗水准与医疗事故罪中的注意义务研究——以日本相关判解为例 《武汉理工大学社会

科学版》   2005 年第 6 期； 

5. 信赖原则的适用研究——以医疗过失犯罪为中心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

6. 论共犯关系的脱离之根据   《学术界》  2006 年第 3 期； 

7. 封建“官当”制度考议  《求索》  2006 年第 6 期； 

8. 过失紧急避险研究  《河北法学》  2006 年第 7 期； 

9. 隐瞒外境存款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中国检察官》  2006 年第 2 期 

10. 对中止犯处罚原则中“损害”概念之界定  《法学评论》  2006 年第 1 期； 

11. 论统计工作的刑法保护  《统计与决策》  200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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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牵连犯的中止形态的新思考  《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2 期； 

13. 避险过当若干问题探讨  《广州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5 期； 

14. 英国刑法中的紧急避险  《法制资讯》 2007 年第 4 期； 

15. 自招危险的紧急避险适用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2 期； 

16. 紧急避险本质的新界定  《学术界》  2007 年第 5 期； 

17. 论假冒注册商标的刑法规制  《商场现代化》  2007 年第 24 期； 

18. 论紧急避险中危险源的限制  《中国检察官》 2007 年第 7 期； 

19. 论紧急避险中生命的衡量  《求索》  2007 第 5 期； 

20. 论绑架罪特殊中止犯的设立——由“善良绑架案引出的刑法思考  

《 时代法学 》  2008 年第 3 期； 

9 马进保  

【论文】 

1. 论跨境侦查合作中的控制下交付  《刑侦与法制》(澳门)   2004 年第 1 期； 

2. 用学理解释作判决依据违反法治原则——从一起简单民事案件的复杂诉讼历程谈起 《甘

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3 期； 

3. 论跨境追逃之侦查方略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年第 3 期； 

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独立司法权  《人民之声》，  2004 年第 4 期； 

5. 我国人大监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人民之声》，2004 年第 10 期； 

6. 调整诉讼结构：刑事诉讼修改的切入点 《诉讼法评论与实践》2005 第 4 期； 

7. 建立法官过错责任追究机制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8. 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依法执政的理论与实践》2005 年第 1 期； 

9. 减刑假释权归属问题研究  《中国刑事法》2005 年第 1 期； 

10. 跨境犯罪概念质疑  《犯罪学论丛》2005 年第 3 卷； 

11. 网络犯罪的类型、特征与防控对策研究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12. 被害人权益保护：一个需要全社会关注的沉重话题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6 年 9 月；

13. 论高科技网络下的计算机网络犯罪  《岭南法学研究》  2006 年； 

14.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党制度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3 期； 

15. 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透视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年第 2 期； 

16. 论高科技犯罪   《中国社会的犯罪、法律与司法-全球化挑战及本土回应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 年第 5 期； 

17. 论高科技犯罪的全球化挑战与本土回应  《中国刑事法》  2007 年第 4 期（代表）； 

18. 高科技犯罪 《犯罪学论丛》 主编：王牧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第五卷 

19. 内地与港澳的区际司法协助与机制构建  《港澳研究》  2007 年 10 月； 

20. 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应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当代检察官》2007 年 6 期； 

21. 刑事被害保护：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年第 3 期； 

22.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以调整诉讼结构为切入点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23. 刑事诉讼权利宪法化的国际趋势与借鉴 《政法学刊》 2007 年第 4 期； 

24. 建立刑事和解不捕制度的构想  《江西公安学报》 2007 年第 4 期； 

25. 《基本法》框架下的香港政党制度 《学术研究》  2007 年第 10 期； 

26.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区际司法协助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07 年第 4 期； 

27. 基本法框架下的区际司法协助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

28. 现代引渡制度及其发展趋势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专题整理》2007 年第 6 期； 

29. 论国际犯罪中的国家责任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专题整理》2007 年第 4 期； 

30. 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特征和形式   《国际刑法总论问题专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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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第 6 期； 

31. 论国际犯罪 《国际刑法总论问题专题整理》2007 年第 4 期； 

32. 预告减刑制：矫正理论的 佳实践方式  《刑罚执行制度专题整理》 

2007 年第 1 期； 

10 张晋红  

【论文】 

1. 关于独任制与合议制适用范围的立法依据与建议——兼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之客体  

《法学家》   2004 年第 3 期（代表） 

2. 完善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与几个基本关系的定位《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诉讼法学、司

法制度》2004 年第 2 期； 

3. 对取消与弱化民事抗诉制度的几点质疑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3 期； 

4. 对取消与弱化民事抗诉制度的几点质疑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诉讼法学、司法

制度》2004 第 10 期 

5. 关于限制律师诉讼代理权问题的探讨 《河北法学》2004 年第 6 期； 

6. 民事诉讼独任制适用范围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7. 民事诉讼回避制度适用主体之立法完善  《诉讼理论与实践》（下）2004 年第 9 期； 

8. 关于构建民事诉讼一审终审制的立法思考  《河北法学》  2005 第 8 期； 

9. 诉讼调解与诉讼和解的制度性立法合一之探讨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2005 年卷； 

10. 完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立法分析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5 第 3 期； 

11. 审判公开思想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关系的定位《现代法学》    2005 年第

10 期（代表） 

12. 审判公开思想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关系的定位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 年第 10 期； 

13. 落实和完善人民陪审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兼论民事诉讼法对相关问题的立法完善 《完

善立法 加强法制》 全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修改与完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 2006 年 9 月； 

14. 从一个民事中止执行案说开去——兼论完善民事执行程序的若干问题   《民事诉讼法学

前沿问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15. 论人民调解“民间性”的回归—兼评“大调解”格局与“四级调解”机制 《法治论坛》   2006

年第一辑； 

16. 完善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司法理念与三大诉讼法

修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9 月； 

17. 民事诉讼回避事由的立法完善研究 —基于立法技术的视角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4 期； 

18. 诉的合并制度的立法缺陷与立法完善之价值分析 《法学评论》  2007 年第 4 期 

19. 我国民商事仲裁事业发展的对策思路初探——以广东委员会及其仲裁实践为基础  《法治

论坛》  2007 年第 5 辑； 

20. 两审终审的制度性缺陷与适用异化－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改革的基础性思考《民事程序法研

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6 月第三辑； 

21. 我国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实践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的研究报告——以广州市仲裁委员会及其

仲裁实践为基础《岭南法学研究》2007 年第 9 期； 

                                                              

11 陈建清  
【论文】 

1. 对贪污、挪用公款共犯问题的思考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3 期； 

2. 论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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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刑法课堂教学中的师生问答方式探析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 年第 8 期； 

4. 抢夺罪若干问题浅议 《法律适用》2006 年第 7 期； 

5.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法完善——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2 期； 

6. 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 《法学评论》 2007 年 第 5 期（代表）； 

7. 诬告陷害罪构成要件若干问题探讨 《当代法学论坛》2007 第 1 期； 

8.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突破、创新和总结 《行政与法》2008 年第 3 期； 

12 王小青  

【论文】 

1. 犯罪中止若干问题思考；《公安研究》2004 年第 4 期； 

2. 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身份论”与“职权论”之辩  《当代检察官》2004 年第 2 期； 

3. 法学实践性教学模式论析  《经济与文化》  2005 年第 9 期； 

4. 侵犯著作权罪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当代检察官》2006 年第 1 期； 

5. 对侵犯著作权罪立法的几点思考  《行政与法》2006 年第 2 期； 

6.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及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监狱学刊》2006 年第 4 期； 

7. 侵犯著作权罪与几个相邻罪的界限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6 年第 10 期； 

8. 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的设计  《行政与法》  2007 年第 5 期； 

9. 法学本科素质教育中教师的三个“更新” 《 财税与公共管理理论研究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2 月； 

10. 谈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中国监狱学刊》  2008 年第 3 期 

13 孟国碧  

【论文】 

1. 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的辩证法  《河北法学》2004 年第 5期； 

2. 法学专业双语教学模式新探  《学术前沿》(港)  2004 年第 6期； 

3. 原产地规则与我国反规避立法模式的选择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3期 

4. 少数人权利的比较与调适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期； 

5. 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企业家天地·理论前沿》  2005 年第 1 期；

6. 国家管理外资准入的权力：晚近发展及启示 《经济师》2005 年第 7期； 

7. 论 BOT 方式中政府保证的法律问题 《河北法学》2006 年第 1期； 

8. 论 BOT 特许协议的争端解决及其法律适用《决策与信息》2006 年第 1 期； 

9.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 BOT 立法的反思与重构《时代法学》2006 年第 3期； 

10. 论独立担保项下担保人的风险及其抗辩权《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2期； 

11. BOT 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新论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6期；

12. 欧盟、美国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运用的实践及启示——非经济功能的视角  

《河北法学》2006 年第 8期 

13. BOT 特许协议法律性质廓清及立法内容架构 《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 年第 13 卷第 3期 

14. 欧盟、美国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运用的实践及启示——非经济功能的视角《人大复印资料》

全文复印 《国际法学》2006 年第 11 期； 

15. 《论合同法中前后矛盾或自相矛盾的几个条款》 《行政与法》 2007 年第 1期； 

16. BOT 特许协议法律性质新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国际法学》2007 年第 4期； 

17. 《论高校双语教学终结性评价体系的构建》 《成都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12 期 

18. 国外双语教育模式介评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3期 

19. 服务原产地规则设计的国际实践及思考——兼评中国的实践  《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

年第 1期； 

20.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积规则研究——兼及中国的实践》《法学家》 2008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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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彭  红  

【论文】 

1. 论商法原则的定位——以历史、制度及现实的视角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5 期； 

2. 外汇监管法制化的构想；《南方经济》2004 年第 9 期； 

3. 论金融监管模式的合理性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2 期 ； 

4. 浅议金融机构的举证责任   《海南金融》   2006 年 5 期 

1.  

15 罗筱琦  

【论文】 

1． 诉讼保险制度再探  《现代法学》2006 年第 4 期； 

2． 行为证人、职务证据及专家证人辨析  《社会科学研究》 2006 第 4 期（代表）； 

3． 证明标准再探—— 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第 73 条质疑  《河北法学  2006 第 8 期 

4． 证明责任分配与要件事实理论 《河北法学》  2006 年第 9 期； 

5． 要件事实理论视角下的民法   《学术论坛》2006 年第 6 期 

6． 民事判决表现形式比较研究 《比较民事诉讼论丛》2005-9-1； 

7． 蒙古的司法体制转型《移植与创新：混合法制下的民事诉讼》 2005-9-1； 

 

16 邹大有  

【论文】 

1. 舆论监督：法律环境的改善和重构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5 期； 

2. 我国法律对舆论监督的保护缺少现象剖析   《新闻知识》》 2005 年第 5 期； 

3. 舆论监督：法律保护缺失原因新论  《重庆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7 期； 

4. 保证人权利探讨  《科技创业》  2007 年第 3 期； 

5. 改善我国意思表示瑕疵的立法思考  《法治论坛》  2007 年第 6 期； 

6. 论舆论监督保护的立法原则  《新闻爱好者》  2007 年第 5 期； 

7. 论合同履行中抗辩权的适用   《法治论坛》  2007 年第 8 辑 

8. 舆论监督的法律滞后现象  《新闻爱好者》  2008 年第 304 期； 

17 孙占利  

【论文】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示范法）  《法学评论》2004 年第 4 期； 

2. 电信法学探略；《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3. 论通信短信息的法律规制《河北法学》2004 年第 4 期； 

4. ICP 侵权之若干法律问题探析《河北法学》2004 年第 9 期； 

5. 信息网络法学初论《科技与法律》2005 年第 1 期； 

6. WTO 电子商务议题工作评介《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5 年第 9 期； 

7. 国际电子商务立法评介《集团经济研究》2006 年第 9 期； 

8. 广东电子商务立法及其完善《特区经济》2006 年第 12 期； 

9. WTO 其它缔约方对华特别保障措施的本质特征与应付   《求索》  2007 年第 1 期； 

10. P2P 文件交换的法律分析与思考(第一单位为武汉大学,第二单位为我校.)《科技与法律》

2006 年第 2 期； 

11. 电子订约中的输入错误研究  《科技与法律》2007 年第四期； 

12. 电子承诺的几个法律问题   《民商法论丛》2008 年 6 月； 

13. 虚拟企业的几个基本法律问题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 年 12 月。

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2008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 

14. 自然人电子订约能力问题探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15. 电子合同与原件要求：立法、比较及借鉴   《行政与法》 2008 年第 3 期； 

16. 电子合同与合同的书面形式要求—兼论我国相关立法之完善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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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版）  200  8 年第 3 期； 

17. 法学专业教学与法律人才培养  《贵州职业警官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1 期； 

18. 论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则—以全球电子商务立法为视角  《现代法学》  2008 年第 3

期（代表）； 

19. 虚拟主体基本法律问题探略  《 法学评论》  2008 年第 2 期  （代表）； 

20. 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现状、体系及评价  《学术界》 2008 年第 4 期； 

21. 电子订约中要约邀请与要约的区别――兼评 UECIC 第 11 条  《法学杂志》 2008 年第

4 期； 

22. 电子要约若干法律问题探析――以 UECIC 为基础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5 期 

1.  

18 吴家清  

【论文】 

1. 村民自治的两张面孔――政治上村民自治和法律上的村民自治及塑造  《中国宪法年

刊》  2006 年 

2．  论宪法权利价值的转型与基本权利的宪法变迁   《法学评论》  2004 年第 6 期（代表）；

19 周成泓  

【论文】 

1. 论民事诉讼中的摸索证明  《法律科学》 2008 年第 4 期（代表）； 

2. 美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律适用》  2006 年第 3 期 

3. 卡多佐的实用主义法律思想述评  《理论探索》  2006 年第 5 期； 

4. 规则、原则、程序——对法律原则的一个诠释 《贵州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5. 中国证券仲裁制度略论《特区经济》2005 年第 12 期； 

6. 一个比较法律实验  《比较民事诉讼论丛》2006 年第 2 卷 法律出版社   

7. 司法主体性理念探析―一民事司法制度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8.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之正当性探析《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9. 论事实推定的效力《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5 期； 

10.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研究《江西电业》 2005 年第 6 期； 

11. 中国证券仲裁制度略论《特区经济》2005 年第 12 期； 

12. 证券侵权赔偿民事诉讼机制若干问题研究《企业经济》2006 年第 1 期； 

13.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事司法求助制度《理论探索》2006 年 12 月； 

14. 康德“认为自然立法”主体性思想及其批评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2

期； 

15. 中国古代民事证人制度浅论  《求索》  2008 年第 5 期； 

16. 论民事执行权的性质及配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3 期； 

17. 建设和谐社会事业下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3

期 

20 纪宗宜  

【论文】 

1. 解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后的启示  《中国司法鉴定》  2005.年第 1 期； 

2. 现代信息技术在法医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实验室研究与探讨》2007 年 3 月； 

3. 刍论法律职业化教育----访自香港的观察与启迪  《高教探索》2006 年 12 月 ；    

4. 实验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统计教育》2007 年 4 月； 

5. 论人身伤害致精神障碍与赔偿  第二次全国司法精神病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5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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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姚   澜  

【论文】 

1. 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中影响司法公正的缺陷分析《中国司法鉴定》 2005 年第 1 期； 

2. 论过错赔偿原则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应用 《行政与法》 2005 年第 3 期； 

3. 安乐死的现实呼唤与立法思考《行政与法》2005 第 9 期； 

4. 多媒体组合教学模式的选择与应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2 期； 

5. 刨根医患纠纷 《中国国情国力》  2006 年 12 期 

6. 法医学视角下的精神损伤的认定与赔偿问题 《行政与法》 2007 年 4 期； 

7. 法医学多媒体教学模式在法学教育运用中的统计评价《统计研究》 2007 年 6 期； 

8. 司法鉴定制度建设的若干问题  《中国国情国力》 2008 第 3 期； 

9. 伤害赔偿案件中不合理医疗费用的认定与对策  《中国法医学杂志》2004 年第 12 期；

10.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律适用的冲突与调适  《行政与法》2006 年第 7 期； 

11. 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下影响司法公正的缺陷分析  《中国司法鉴定》     2005 年第

1 期； 

12. 高等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机制亟待完善  《中国国情国力》2008 年第 4 期； 

13. 论大学生自杀行为的成因与对策  《山东文学》2008 年第 6 期； 

14. 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下的突出问题与解决路径   第二次全国司法精神病学学术会议

论文集  2005 年 11 月 

 

22 朱   姝  

【论文】 

1．解析商标权与商标权之间的权利冲突《现代法学》2004 年第 1期（代表）； 

2．论我国私募基金立法的现实性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2期； 

3．再论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   《知识产权办案参考》第 9辑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年 3

月 1期 日； 

4．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存在缺陷，生产者应否承担责任《人民司法》2004 年第 4 期； 

5．我国投资基金监管体制研究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2005 年 2 期 ；      

6．浅议人大监督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 年 5 期   

7．我国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抉择   《决策与信息》 2005 年第 8 期； 

8．浅谈法学专业的创造性思维教学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9．"以罚代刑"现象防范机制探讨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 年第 5 期； 

10．专利技术侵权行为的认定及判断原则     《科技管理研究》  2006 第 9 期； 

11．试论著作人身权的权利限制——一起委托作品著作人身权纠纷引发的法律思考  《河北

法学》    2006 年第 12 期； 

12．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2006 年 第 4 期； 

13．投资基金监管体制的比较研究  《中南林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1 期； 

14．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  《企业技术开发》  2008 年第 6 期； 

15．信托型投资基金法律关系辨析《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 年第 1 期； 

16．语言文字法与其历史传承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3 期； 

17、我国投资基金监管研究  《决策与信息》  2008 年第 4 期 

23 邓立军  

 【论文】 

1. 意大利刑事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启示 《政治与法律》2004 年第 4 期； 

2. 意大利刑事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嬗变 《河北法学》2004 年第 9 期； 

3. 中意侦查程序比较研究 《山东警官学院学报》2005 年第 9 期； 

4. 秘密侦查的解读与诠释 《中国刑事法》 200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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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29”特大跨国走私麻黄素案侦破之学理研究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6. 中意刑事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5 年 3 期； 

7. 德国司法监听法治化的演进与发展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 

8. 中国封建社会秘密侦查史略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9. 金三角地区 新毒情考察报告 《犯罪与改造研究》2006 年第 6 期； 

10. 走私犯罪与诱惑侦查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年第 1 期； 

11. 德国秘密侦查制度的考察与评价 《侦查论坛》2006 年第五卷 

12. 秘密通信自由下的通信监听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2006 年第 4 期； 

13. 英国通信截收制度的变迁与改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 

14.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公约》介评 《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报》2007 年第 3 期；

15. 犯罪现场重建的价值分析及其局限性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16. 缉毒假案的纠治：基于法治视角的思考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7 年第 2 期； 

 

24 林   聪  

【论文】 

1. 基于 www 多媒体远程教育系统的开发   《现代计算机》  2005 年第 1 期； 

2. 基于 Web 的考试系统设计及其技术实现《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05 年第 3 期 

3. 基于 Win2000Server 的网站安全管理   2005 年第 3 期； 

4. Web 挖掘研究综述   《现代计算机》  2008 年第 7 期    

25 贺株莉  

【论文】 

1. 开放式实验教学环境下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实践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2. “工程力学试验”系列“三性”试验的构建与实践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07 年

第 8 期； 

3. 个人所得税纳税优化模型及应用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

第 5 期 

26 朱孔武  

【论文】 

1. 权利的迷思：法秩序中的信访制度  《法商研究》 2006 年第 2 期（代表）； 

2. 论“抵抗权”的三个维度  《环球法律评论》 2007 年第 1 期（代表）； 

3. 信访制度的法理探析   《河北法学》 2006 年第 6 期； 

4. 人权的核心：概念的提出与求证  《学术论坛》 2005 年第 6 期； 

5. 人权的内核—兼论“以人为本”的宪法涵义  《西南政法大学》2005 第 3 期；  

6. 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法解读  《长白学刊》 2005 第 3 期； 

7. “以人为本”是人权的宪政基础  《社会主义研究》 2005 第 3 期； 

8. 论和谐社会的宪法构造  《理论探索》 2005 年第 6 期； 

9. 纳税人权利话语之法理形构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3 期； 

10.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信访制度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 年第 10 期； 

11. “信访权”之宪法定位  《辽宁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6 期； 

12. 信访的法制功能新探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3 期； 

13. 论宪法平等权对税收立法的拘束  《江汉大学》2007 年第 2 期； 

14. 财政立宪主义:论题命题与范式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 

15. 《基本法》框架下的香港政党制度  《学术研究》 2007 年第 10 期； 

16. 宪法变革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南都学坛》 2004 年第 5 期； 

17. 我国宪法时刻的理论基础  《法学杂志》 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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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宪政的超越之维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1 期； 

19. 以人为本与宪政中国  《理论导刊》 2005 年第 3 期； 

20. 论“以人为本”的宪法涵义  《 河北法学》 2005 年第 2 期； 

21. 纳税人权利话语之法理形构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3 期； 

22. 比较法视野中的纳税人权利  《学术论坛》 2006 年第 8 期； 

23. 新农村建设中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分配的宪法思考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第 5 期； 

24. 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   《广东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1 期； 

25. 应急行政之公法赔偿责任初探  《法治论坛》   2008 年 4 月； 

26. 浅议行政主导与民意政治 《港澳研究》  2007 年 10 月； 

27.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初探《广州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6 期 

1.  

 
27 

李  兰  

【论文】 

1. 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之重构；《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 

2. 民事简易程序之完善；《法制与经济》2005 年第 12 期； 

3.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突破、创新和总结；《行政与法》2008 年第 3 期 

 
 
 
 
 
 
 
 
 
 
28 

 
 
 
 
 
 
 
 
 
 

杜曙光  

【论文】 

1. 行政法若干问题辨析与研究  《甘肃农业》   2004 年第 11 期 

2. 地方政权本土化与行政法治的进步《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1期 

3. 广东高新技术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5期 

4. 论案例演示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   《法商高教研究》    2006 年 4 月 

5. 程序正义理论的再梳理：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遵循罗尔斯思想发展的

轨迹    《河北法学》   2007 年第 8期 

6. 论文化模式对行政权实施效率的影响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3期 

7. 对我国行政复议若干制度的思考：从行政复议程序构造的角度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1期 

8. 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研究   《商业时代》  2007 年第 13 期 

9. 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原理分析   《商业时代》   2007 年第 2期 

10. 信息科技发展对行政权的挑战及对策探析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07 年 4 月、 

11. 论新闻舆论监督对行政权实施效率的影响  《湖北电大学报》  2007 年 6 月； 

12. 论宪法诉讼对行政权实施效率的影响   《和田师范学院学报》   2007 年 5 月； 

13. 行政行为分类系统新论著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 年 9 月 

14. 正当行政程序制度的弊端及完善研究   《社科纵横》  2007 年 8 月； 

15. 论行政权的正义性   《山西政法学院学报》  2007 年 3 月； 

16. 论经济发展对行政权实施效率的影响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07 年 4 月。 

17.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会引发行业洗牌吗？   《上海企业》   2007 年 12 月 

18. 正当行政程序理论的再梳理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8 年 6 月。 

                       

 
 
 
 
 

 
 
 
 
 

【论文】 

1. 协商民主：中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 年第 3期 

2. 论宪法对协商民主的规范与保障，《岭南学刊》2008 年第 2期 8 

3. 法律教育中的德育与法律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4期 

4. 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实践：对人权保障的贡献——以协商民主的权力制约功能为分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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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戴激涛  

角，《时代法学》2008 年第 2 期 

5. 政府应急处理中的人权保障——以比例原则为视角，《广州大学学报》2008 年 5 期 

6. 对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宪法学解读——基于浙江温岭“民主恳谈”的一种考察，《江

汉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期 

7. 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太平洋学报》2008 年第 6 期 0 

8. 协商策略：中国特色中央地方争议解决的新路径，《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法课题（论文集）》

2007 年卷 

9. 平等受教育权：作为国家目标条款的宪法效力，《湖南社会科学》2008 第 5 期 

10. 从“人肉搜索”看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保护，《法学》2008 年第 11 期 

11. 中国法律体系的和谐之道：基于全球化的视角，《法律适用》2008 年第 8期 

12. 预算审议的程序控制，《汕大法律评论（论文集）》2008 年第 2辑 

 

 
 
 
 
30 

 
 
 
 

杨  静  

【论文】 

1. 浅议证券犯罪概念及其特征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年第 6期； 

2.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现状及其立法完善浅议——对三起典型案件的实证分析  《金

融犯罪与金融刑法新论》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2 月版； 

3. 浅议我国反恐法律的完善  《世纪桥》  2007 年 3 月刊； 

4. 中美犯罪学教育比较及启示   《法制与社会》   2007 年 5 期； 

5. 关于我国现阶段法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知识经济》   2008年3月刊； 

6. 市场监管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研究  《现代商贸工业》  2008年5月刊 

1.  

 
 
 
 
 
 
 
 
 
31 

 
 
 
 
 
 
 
 
 

刘炎白  

【论文】 

1．论我国欠薪保障优先权法律制度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 2 月 

2．浅论劳动派遣中的劳动平等问题   《中国劳动》  2006 年 4 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

济法、劳动法）》2007-04 转载 

3．健全信用机制的经济法保障《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4．我国农民非农就业的法律保护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 

5．论劳务派遣中劳动报酬的支付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第 3 期 

6．劳务派遣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6 期 

7．论劳务派遣劳动合同的解除  《湖湘论坛》   2008 年第 1 期 

8．试析劳动法上权利争议处理制度的完善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2 期 

9．论稳定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   《时代经贸》2008 年第 2 期， 

10．论我国信用法律保障制度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1 期， 

11．信用的市场经济基础的缺失及其法律补救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 

12．论《劳动法》中利益争议处理方式的规约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5 期 

13．论劳动关系稳定的政府干预  《经济法学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1   独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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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的有效性探析——从法的内容到法的实现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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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惩罚性赔偿在合同领域的排除与扩张   《政治与法律》  2008 年第 6 期（核心） 

3.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中的职业保险探析   《法学杂志》  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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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合伙企业法》退伙制度的若干立法盲点与克服   《法学杂志》   2007 年第 4 期；

（核心）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7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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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国中小公司区分立法解读及启示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7 年第 7 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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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公司法》的反思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6 年第 11 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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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携带凶器抢夺”认定中的几个问题及立法完善 《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2. 论亲告罪“告诉才处理”的法律性质   《韶关学院学报》 2006年第5期 

3. 对偷税罪的量化分析  《天中学刊》  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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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论中国废除死刑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韶关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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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作者精神权利的追问   《河北法学》2004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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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品房预售之民法规制   《中国房地产》2004 年第 2期  

6. 〈大地飞歌〉可以说“不”  《中华商标》2004 年第 8期  

7. 对假冒专利罪的澄清  《河北法学》2004 年第 11 期  

8. 无谓的“双黄莲蓉”之争  《中华商标》2005 年第 8期  

9. 试论法定代表人享有本企业商标专用权的非正当性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 

10. 反思商标抢注热   《企业家天地》 2006 年第 4期  

11. 某商场销售盗版卡通制品案的思考 《中国版权》，2006 年第 3期  

12. 因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组合使用而引发的商标纠纷《 中国专利与商标》   2006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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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遏制“职业注标人”  《中华商标》2006 年第 7期  

14. 浅议楼盘名称与注册商标之间的“侵权”纠纷 《中国房地产》2006 年第 8期  

15. 商标侵权判断的多因性——对“国贸”与“世桥国贸”商标纠纷的分析  《中华商标》

2006 年第 8期  

16. 质疑实用新型与发明专利的“衔接式”保护  《行政与法》2006 年第 9期  

17. 试论商标的“静态近似”与“动态近似”——“新高固力”侵犯“高富力”商标专用权

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期。  

18. 试论争创驰名商标  《法制与经济》，2008 年第 5期下半月刊  

19. 未经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创作的演绎作品的版权问题  《中国版权》 2008 年第 3期。 

20. 它山之石与教学相长——讲授知识产权法学课程的几点体会  《法商高教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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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试论强制性技术标准中的法律问题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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