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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  果  简  介 
 

 

成果曾 

 

获奖励 

 

情  况 

获奖 

时间 

获奖 

种类 

获奖 

等级 

奖金数

额（元） 

授奖 

部门 

2018 年 

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

海南大学法学

教师团队 

集体荣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 

备注：邹立刚为团队负责人，王崇敏、张丽娜、王琦、王秀卫、

熊勇先为团队核心成员。 

2019 年 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 集体荣誉 0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教育部 
备注：海法研究与人才培养和服务政府等方面的业绩是其中的支

撑性事迹之一。 
成果起

止时间 
起始： 2012 年 11 月 8 日    完成：2020 年 5 月 8 日 

主题词 海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政府；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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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概 

 

 

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成果完成人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为

责任担当，将海法研究与人才培养和服务政府紧密结合。1.以科

研凝聚团队。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8 项包括重大项目/专项 3
项，省部级项目 18 项，产生了批量性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科

研成果。2.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如通过设置海法课程和

研究方向、指导研究生撰写涉海学位论文和发表涉海学术论文，

培养了 200 余名涉海专门人才。3.相关科研成果转化服务政府，

如向各级党政机关提交涉海研究报告数十个，20 多个被中央采

纳，其中 4 个获得习总书记批示。4.形成特色优势学科群，如 2018
年海法团队被教育部认定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5.
具有社会影响力，如海南各类媒体十余次报道相关事迹；《中国

大学智库发展报告（2017 年）》将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

心列为全国大学智库百强第 32 位；2019 年教师节邹立刚作为全

国模范教师受到习总书记等人接见合影。 



二、成 果 内 容 

1、基本内容 

海法研究与人才培养和服务政府的互动模式，深度契合国家建设海洋

强国战略和海南省建设海洋强省的战略需要。海南大学法学学科具有在海

法研究与人才培养和服务政府方面做出持续贡献的基础。 
（1）海法研究 
法学学科的海法研究起始于 2008 年 1 月。当年王崇敏主持的海南省重

点学科建设项目子课题是《南海开发管理合作法律问题研究》。课题项下发

表的《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对策》等数篇系列论文，于 2013 年 1 月获得海南

省第七次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从 2009 年 6 月起到 2012 年 6 月，法

学学科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即童伟华《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及海

盗犯罪的刑事规制对策研究》09CFX055、邹立刚《南海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法律问题研究》10BFX094、张丽娜《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法律困境及对策

研究》12BFX128、王秀卫《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机制研究》12XFX035，
此外立项的有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2 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13 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海南承担中央赋予的南海维

权、维稳、保护、开发的使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

障区，进一步激发了海南大学法学学科的责任担当。2013 年以来，法学学

科组织和推动教师经常性和批量性申报国家级和省部级等涉海项目，新增

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 项包括重大项目/专项 5 项，即邹立刚《我国南

海岛礁所涉重大现实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6ZDA073、阎根齐《南海更路簿

抢救性征集、整理与综合研究》17ZDA189、王琦《百年南海疆文献资料的

发掘与整理研究》18ZDA193、王崇敏《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路径及

法治保障研究》18ZDA156（其中包括海南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深度融入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张丽

娜《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国内外法律规制对比研究》19VHQ010，
新增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5 项，新增其他省部级项目 42 项。 

在批量性涉海项目的支撑下，成果完成人发表论文 98 篇；出版专著 4
部，获得省级教学和科研奖 12 项；涉海学科群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专

著 12 部，获得科研和教学奖励 20 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人才

认定数十项，培育和凝聚了涉海领域师资队伍。2011 年 11 月，由法学学



科牵头，海南大学和海南省社科联共建“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随后成立了“2011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南方基地、中国法学会法

治研究基地“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国际海洋法与争端解决

研究中心、更路簿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常规年会有南海法律高端论坛、

南海区域合作论坛、更路簿论坛等。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平台的设立，为特色人才培养和服务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涉海高级人才培养 
还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法学学科的二级学科国际法已设置了海洋法研

究方向，并鼓励其他法学二级学科和在法律硕士生中培养特色人才，培养

了 32 名涉海高级专门人才，其中国际法专业老师指导完成涉海硕士学位论

文获得毕业约 20 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学学科在人才培养上不断适应建设海洋强国和海

洋强省战略的人才需求，逐步完善培养涉海人才的教学资源。目前，法学

学科具有完整的研究生培养链条，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法律硕士点（含

法学起点、非法学起点、在职法硕）、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法学一级学科

博士后流动站。法学学科拥有诸多国家级教学平台，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和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以及数个国家级课程，成立了数个涉海学术交流平

台。在海南大学和法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和学院每年都加大对涉海学

科人才培养的资源投入，如：海南大学图书馆专设了南海文献中心；法学

院法学图书分馆拥有藏书量约 25 万册，有《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中

外文期刊 280 余种，有中国知网、北大法宝、北大法意、Westlaw 等电子数

据库 30 余种；南海文献资料室拥有中外文海洋政策与法律图书上万册；建

有“海南及南海文献资源数据库”和 “海南省海洋政策与法律研究中

心”网站（http://www.hainu.edu.cn/nhlaw/）。目前，法学学科新建大楼设计

总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 
利用这些逐步完善的教学资源，法学学科在国际法二级学科硕士生和

博士生专业设置海洋法研究方向，并鼓励其他二级学科硕士生和博士生包

括法学起点和非法学起点法律硕士生研究海洋法，并通过开设课程、举办

讲座、吸纳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资助设立研究生创新课题、指导

研究生撰写涉海学位论文和发表涉海学术论文、参加国内相关学术会议和

协办本校本院相关学术交流平台会议等方式，培养了批量高级专门人才。



如指导研究生撰写涉海学位论文 146 篇和发表涉海学术论文 172 篇，获得

相关奖励 30 余项，学科群培养了批量涉海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其中国

际法学科海洋法研究方向就培养了上百名硕士和博士。 
（3）涉海成果转化服务政府 
通过兼任海南省委直接联系的专家、海南省政府法律顾问、海南省人

大常委会立法专家顾问、南部战区法律专家，以及海南省相关机关的应急

管理专家、咨询专家等方式，参与制定地方法规、文件和进行决策咨询与

举办讲座上百次，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地方党政机关等部门提供经常性的

决策咨询等服务。 
决策咨询报告提交主要有交办和自选两方面。交办来自各方面，如中

国法学会、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安全部门、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海南省安全厅外联机构）、海南大学等。十八大以来，成果完成人向地方

和中央相关机关提交决策咨询报告数十份，20 多个被中央采纳，其中 4 个

获得习总书记批示，2 个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数个上报中央常委参

阅。 
2011 年以来，向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提交 11 份研究报告。2011

年 11 月 20 日王崇敏、邹立刚、童伟华、王秀卫向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等单位提交的研究报告《保障我国海上安

全研究》，获得海南省第七次社科优秀成果研究报告二等奖。同期，成果完

成人先后与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签订数个服务合同，与海南省

海洋与渔业厅签署数个委托研究合同。 
十八大以来，典型的决策咨询报告有：⑴2012 年 9 月中国法学会委托

邹立刚撰写了《关于海洋法若干问题的看法》1.5 万字。该报告经中国法学

会审核修改后以《关于南海争议与钓鱼岛问题对策的调研报告》为题报送

中央常委参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批示。⑵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办公

厅 2013 年 10 月 24 日的约稿函，邹立刚撰写研究报告《关于构建海上丝绸

之路的战略研究》2 万字。该报告经海南省委办公厅审核修改后上报中共

中央办公厅送呈中央常委参阅，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批示。⑶根据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2016 年 4 月 1 日的来函，邹立刚撰写了《中菲南海争

端最终裁决及其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之预判》和《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的后

续应对措施》2 篇研究报告，准确预判了最终裁决的内容及其对我国的严



重负面影响，提出了应对措施。报告经该办修订后上报中央办公厅。该报

告也提交中国法学会，该会经修改后 2016 年 5 月 5 日以《要报》（特刊第

6 期）报送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安办、

中政委、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外办、中联部、中央台办、外交部、公安

部 11 个部委办。中政委孟建柱书记做出批示。2016 年 5 月下旬以来，我

国发力反击仲裁庭强行管辖本案和做出最终裁决。到 2016 年 7 月 12 日，

已有 90多个国家的 23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表示公开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

上的立场。⑷2016 年 7 月 12 日最终裁决出台后，邹立刚再次就此向中国

法学会提交研究报告《中菲南海仲裁最终裁决研判与我国的对策》。中国法

学会 2016 年 7 月中旬以《要报》报送中宣部和中政委等部委，中宣部刘奇

葆部长作出批示；同时中宣部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邹立刚联系，将报告

缩减为 2600 字符后报送中央常委参阅。⑸2019 年 11 月，根据海南省委党

办电话约稿，邹立刚撰写的《近期南海局势研判与我国的对策》和《越南

或激化南海争端提起仲裁案的可能性研判》，经海南大学党办提交省办呈报

中央领导参阅，习总书记作了批示。⑹根据海南省国安厅 2020 年 5 月 8 日

来函，邹立刚等人撰写的《南海局势最新动态研判》《美国炒作南海问题实

施“航行自由”的重要动向与我国的对策》《有关南海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建

议》制作光盘，由海南大学党办转交海南省国安厅。 
（4）在科研与人才培养和服务政府方面成效显著，具有较大社会影响

力 
2016 年 7 月 25 日，美国国际海洋安全中心发布《从学者预测中国在

南海的行动》，评介了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对中国南海政策的影

响力。2018 年 1 月 19 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学智库发

展报告（2017 年）》将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列为全国大学智库

百强第 32 位。2018 年初教育部网站公布《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海南大学法学教师团队》事迹。2019 年教师节，法学学科被评为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邹立刚作为全国模范教师受到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接

见合影。海南省媒体如《海南日报》、海南电视台教育频道和新闻联播，十

余次报道涉海团队特别是邹立刚的事迹。 
 

 



2．创新点 

本教学成果深度融入国家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海南省建设海洋强省的

战略需要，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多次指示精神，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

权益为责任担当，主动承担地方高校社会责任，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本教学成果将海法研究与人才培养、服务政府密切结合，成效突出，

形成了特色优势学科群。在涉海科研、人才培养、服务政府等方面，在国

内高教领域具有起步较早、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和规格较高等特点，

在国内居于先进水平。 

海法研究与人才培养和服务政府的互动模式具有持续应用价值。这些

年来南海海权斗争十分激烈。三沙岛礁及其海域是海南省的行政辖区。法

学学科具有在海法研究与人才培养和服务政府方面做出持续贡献的基础。

20 多年来，法学学科一直是海南省支持的重点学科。特别是 2019 年 2 月

25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海南法

治建设、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明确指出：“支持海南大学办

好法学学科”。 



3．应用情况 
党的十八大之前 
（1）人才培养。法学院在国际法二级学科已设置海法研究方向，并鼓

励其他二级学科和在法律硕士生中培养特色人才，如开设课程、举办讲座、

吸纳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资助设立研究生创新课题、撰写学位论

文、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培养了 32 名特色高级专门人才。如

邹立刚指导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获得毕业 13 人：马贞《论完善我国的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程序》2008 年、陈映红《我国海事强制令制度研究》2009 年、

黄莹《海南洋浦保税港区法律制度构建研究》2009 年、叶予静《论岛屿制

度与南海海域划界》2009 年、周蔷《国家海上刑事管辖权研究》2010 年、

穆晓鸣《论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的原则》2010 年、傅萍《南海油气资源共

同开发机制的研究》2010 年、张锦峰《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法律机制研

究》2010 年、王璇《国家对其专属经济区的外国平时军事活动的规制》2012
年、李毅龙《南海搜救合作法律机制研究》2012 年、麦海燕《南海油气资

源共同开发法律机制研究》2012 年、黄丹丹《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外

国科研活动的规制》2012 年、高杰《论海南省游艇管理制度》2012 年。 
（2）服务政府。通过兼任海南省委专家、海南省政府法律顾问、海南

省人大常委会专家、以及海南省相关机关的专家等方式，参与制定地方法

规、文件和进行决策咨询与举办讲座上百次，向地方和中央相关机关提交

决策咨询报告数十份。如：⑴2011 年 11 月，向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岛办事

处提交 11 份研究报告，包括《海洋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域制度研究》

《保障我国南海海上安全问题研究》《南海海洋管辖权问题研究》《南海海

域划界和岛屿主权争端研究》《南海资源开发和养护及合作机制研究》《南

海海洋环境保护及合作机制研究》。⑵2011 年 11 月 20 日王崇敏、邹立刚、

童伟华、王秀卫向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等单位提交的研究报告《保障我国海上安全研究》，获得海南省第七次社科

优秀成果研究报告二等奖。⑶2011 年 12 月 5 日，王崇敏与国家海洋局海

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分别签订课题研究合同《保障我国南海海上安全问题研

究》（主要由邹立刚完成）、《南海海底资源开发法律问题研究》（主要由王

秀卫完成），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完成课题任务。⑷2012 年 4 月 6 日，王

秀卫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签署项目委托合同《海南省海洋生态损害补偿

赔偿管理办法》和《海南省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评估技术导则》，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完成。⑸2012 年 6 月，王崇敏与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

究所签订课题研究合同《海洋基本法立法前期研究》，于 2013 年 8 月完成



课题任务。 
党的十八大之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海南所承担的南海维权维稳

保护开发的使命，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战略定位之一的国家重大战略

服务保障区，进一步激发了海南大学法学学科承担涉海科研、人才培养和

服务政府的责任担当。 
（1）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法学学科具有完整的研究生培养链

条，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法律硕士点（含法学起点、非法学起点、在

职三类法硕）、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法学学

科拥有诸多国家级教学平台，如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点、全国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培养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研究生重点建

设课程、教育部优质课程。法学学科也有诸多涉海学术交流平台，如“2011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南方基地、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海南

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国际海洋法与争端解决研究中心、生态文

明法治研究中心、更路簿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常规年会有南海法律高端

论坛、南海区域合作论坛、更路簿论坛等。此外，法学图书分馆拥有藏书

量约 25 万册。有《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中外文期刊 280 余种。有中

国知网、北大法宝、北大法意、Westlaw 等电子数据库 30 余种。南海文献

资料室拥有中外文海洋政策与法律图书上万册，建有“海南记忆——海南

及南海文献资源数据库”和 “海南省海洋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hainu.edu.cn/nhlaw/）。利用这些优质教学资源，法学学科在国

际法二级学科硕士生和博士生专业设置海洋法研究方向，并鼓励其他二级

学科硕士生和博士生包括法学起点和非法学起点法律硕士生研究海洋法，

并通过开设课程、举办讲座、吸纳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资助设立

研究生创新课题、指导研究生撰写涉海学位论文和发表涉海学术论文等方

式，培养了批量专门人才。如以研究生撰写涉海学位论文作为主要标准计

算，仅国际法学科就培养了上百名涉海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 
（2）相关科研成果转化服务政府。如通过兼任海南省委直接联系的专

家、海南省政府法律顾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顾问、南部战区法

律专家，以及海南省相关机关的应急管理专家、咨询专家等方式，参与制

定地方法规、文件和进行决策咨询与举办讲座数百次。向各级党政机关提

交涉海研究报告数十个，20 多个被中央采纳，其中 4 个获得习总书记批示，

2 个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数个上报中央常委参阅。 



三、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姓名 邹立刚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5 年 5 月 最后学历 研究生/硕士 

参加工作时间 
1972 年 1 月 
1986 年 6 月 

高校教龄 33 年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 联系电话 13707532900 

现从事工作及专长 法学教育/国际法 电子信箱 zouligang999@163.com 

何时何地受何奖励 

十八大以来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人才认定 16 项：2012
年 12 月海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5/6）；2013 年 1 月海南

省第七次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和研究报告二等奖（2/4）；
2014 年 9 月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2014 年 11 月海南省

政府“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2014 年 12 月海南省第

八次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16 年 6 月中共海南省委教

工委员“优秀共产党员”；2016 年 7 月海南省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导师；2016 年 12 月海南省第九次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一等

奖；2018 年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海南大学法学教

师团队；2018 年 4 月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2018
年 12 月海南省第十次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19 年 4 月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局“海南省领军人才”和 6 月“海南省杰

出人才”；2019 年 9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全

国模范教师”；2019 年 11 月海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导师。 

主 

 

 

要 

 

 

贡 

 

 

献 

 

 

1.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海南大学《南海历史法理研究

团队》带头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海南大学法学教师团队负责人。 
2.主持并结项国家社科基金涉海项目 2 项和省部级项目 5 项，主持的在研

国家社科基金涉海重大项目 1 项；发表涉海论文 38 篇；出版涉海合著 1 部。 
3.将涉海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培养了批量专门人才。如 2012-2013

学年以来承担各类研究生涉海课程 11 门次 46 次课堂教学，指导研究生撰写涉

海学位论文 45 篇，发表涉海论文 23 篇，多为核心期刊论文。 
4.向各级党政机关提交研究报告 35 个，20 个被中央采纳，其中 4 个获得习

总书记批示，2 个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3 个上报中央常委参阅。 
5.形成特色优势学科群，如 2018 年以邹立刚为负责人的海南大学法学教师

团队被教育部认定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6.具有社会影响力。如前述美国有关机构的评论文章和《中国大学智库发

展报告（2017 年）》；海南媒体数次报道邹立刚的事迹，如 2018 年 5 月《海南

日报》客户端和海南电视台教育频道、2019 年 9 月海南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报道。

2019 年教师节受到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合影。 
      

本  人  签  名  ：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二完成人姓名 王崇敏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 年 1 月 最后学历 研究生/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1988 年 7 月 高校教龄 32 年 

专业技术职称 二级教授 现任党政职务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工作单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 联系电话 13807586601 

现从事工作及专长 
法学教育/民商

法、海洋法 
电子信箱 wangcm2066@163.com 

何时何地受何奖励 

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奖励、人才认定 10 余项，如：

获得海南省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2 次二等奖 1 次；涉海研究

报告获海南省社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8 年国家“万人计

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海南省杰出人才；2017 年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1 年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2009 年全国模范教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

选、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主 

 

 

要 

 

 

贡 

 

 

献 

 

 

1.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组织、

推动和参与海法研究与人才培养和服务政府的教育教学改革，是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海南大学法学教师团队的灵魂人物。 
2.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路径及法治保

障研究》（18ZDA156）。涉海项目有中国法学会委托课题《中菲南海仲裁案后续

对策研究》CLS(2015)ZDWT53 以及多个服务政府委托项目。发表涉海学术论

文 7 篇。《保障我国海上安全研究》获得海南省第七次社科优秀成果研究报告二

等奖（1/4）。 
3.将涉海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培养涉海高级专门人才。如指导研究

生撰写涉海学位论文和发表涉海学术论文多篇。 
4.服务政府成效突出，如兼任海南省委省政府重点联系专家、海南省人大

常务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海口市人

大常委会委员、海南省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和海口市检察机关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持和完成 2012 年国家海洋局《保障我国南海海上安全

问题研究》《南海海底资源开发法律问题研究》、2013 年《海洋基本法立法前期

研究》、2016 年《南海更路簿法理维权价值研究》，2016 年中电科《海洋空间利

用政策与法律问题研究》（HD-KYH -2016108）。向各级党政机关提交研究报告，

其中获得中央领导批示多个。 
      

本  人  签  名  ：                       

课题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三完成人姓名 张丽娜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9 年 10  月 最后学历 研究生/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1990 年 7 月 高校教龄 22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 联系电话 13876696976 

现从事工作及专长 法学教育/国际法 电子信箱 zln1969@126.con 

何时何地受何奖励 

近年来获得主要奖励、人才认定 5 项： 
2018 年海南省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2018 年海南大学优秀教师 
2018 年海南省第十次社科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 
2019 年海南省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南海名家” 
2019 年海南省“领军人才” 

主 

 

 

要 

 

 

贡 

 

 

献 

 

 

1.长期担任法学院国际法教研室主任，法学院学术和学位委员会委员，是

海南大学《南海历史法理研究团队》核心成员，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海

南大学法学教师团队核心成员。 

2.主持并完成涉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2 项

和省级涉海项目 1 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专项《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和保护的国内外法律规制对比研究》19VHQ010。发表涉海论文 10 余篇。 

3.将涉海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培养了批量海法律人才，如指导各类硕士

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发表涉海论文和撰写学位论文 50 余篇，承担各类硕士研究

生和博士研究生涉海课程数门。 
4.兼任海南省人大民宗委委员，提交专家意见 10 余次。向有关部门提交涉

海研究报告多篇被采纳。为海南省各类培训班授课 20 余次。 
 

 

 

 

本  人  签  名  ：                       

 

课题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四完成人姓名 王秀卫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 年 10 月 最后学历 研究生/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2002 年 6 月 高校教龄 18 年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 联系电话 13215720188 

现从事工作及专长 法学教育/环境法 电子信箱 serenelaw@163.com 

何时何地受何奖励 2019 年 6 月“海南省拔尖人才” 

主 
 
 
要 
 
 
贡 
 
 
献 
 
 

1.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海南大学与武汉大学生态文明

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法学会理

事，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海南大学法学教师团队核心成员。 
2.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机制研究》和海南

省社科课题《海南省海洋管辖权法律问题研究》，并参与他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涉海项目多项。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等期刊发展相关学术论文 10 余

篇。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专著《区域海洋环保合作机制研究》和《人工影响天气

法律制度研究》。 
3.将涉海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培养专门人才。如在资源和环境法教

学中将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等内容融入课堂教学，指导研究生撰写涉海学位论

文和发表涉海论文多篇。 
4.在服务政府方面成效显著。主持中宣部委托课题《更路簿的中国故事》

和国家海洋局委托课题《更路簿立项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海洋局《南海海底

资源开发法律问题研究》委托课题和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海南省海洋生态损

害补偿赔偿管理办法》《海南省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评估技术导则》以及其他

政府部门委托的《海南省排污许可执法手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条例》等。2016 年参加中国法学会组织的《海洋

环境保护法》修订专家咨询会。2019 年受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邀请，

参加“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多次赴三亚市人大、海口市生态环

境局等单位开展环境资源保护学术讲座。 
5.组织召开“南海区域合作论坛”“南海法律高端论坛”“更路薄高端论

坛”等学术会议 20 场次。 
     
 
本  人  签  名  ：                       

 
课题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五完成人姓名 熊勇先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0 年 2 月 最后学历 研究生/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2006 年 7 月 高校教龄 14 年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 联系电话 13876249025 

现从事工作及专长 法学教育/行政法 电子信箱 Lawxyx@163.com 

何时何地受何奖励 

近几年来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表彰、人才认定 6 项：

2014 年 12 月海南省第八次社科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2015
年 12 月中央政法委、教育部“双千计划”入选人员；2017 年

11 月海南省“515”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入选人员；2018 年 12
月海南省第十次社科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2019 年 9 月中

共海南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海南省“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南

海名家入选人员；2019 年 10 月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局“海南省

领军人才”。 

主 

 

 

要 

 

 

贡 

 

 

献 

 

 

作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海南大学法学教师团队核心成员和宪法学

与行政法学学术带头人，党的十八大以来：（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包

括重大项目子课题 1 项，其他项目 9 项；发表论文 16 篇；出版专著 1 部。（2）

人才培养。将涉海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培养了涉海高级专门人才，指导

研究生撰写涉海学位论文和发表涉海论文多篇。（3）向各级党政机关提交研究

报告 5 个，部分研究成果获得涉海执法机关的采纳。（4）积极开展海洋行政法

学的研究，与法学院其他涉海学科形成特色优势学科群。（5）为涉海行政执法

机关开展法治讲座和执法培训 20 余场。 

 

本  人  签  名  ：                       

 

课题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四、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海南大学法学院 主管部门 海南大学 

联系人 叶英萍 联系电话 0898-66279188 

传  真 0898-66279188 电子信箱 faxueyb@126.com 

主 
 
 
 
要 
 
 
 
贡 
 
 
 
献 

法学学科是海南大学人文社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牵头学科。习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示：“要支持海南大

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2019 年 2 月 25 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其中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海南法治建设、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明确指出：“支持海南大学办好法学学科”。 
法学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78 人，其中教授 36 人，副教授 19 人，讲师 23 人，

职称、年龄、学位、学缘结构合理。有“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先后有国家教学名师 2 人，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1 人，全国模范教师 2 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 2 人。有国家级学会会长 1 人、副会长 2 人、常务理事 7 人。有海南

省杰出人才 6 人，领军人才 10 人。 
法学学科具有完整的人才培养链条，有法学本科、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法律硕士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已为国家培

养各类法律人才 1.2 万余人，其中包括海南省 48%的入额检察官和法官。目前

在校本科生 893 人、硕士生 510 人（不含在职法硕）、博士生 32 人。 
法学学科是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点、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综合

改革试点单位、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全国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研究生重点建设课程、教育部优质课程各 1 门。涉海特

色团队 2018 年被认定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设有“2011 计划”司

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南方基地、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海南省南海政策与

法律研究中心”、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国际海洋法与争端解决研究中心、

生态文明法治研究中心、更路簿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常规年会有南海法律高

端论坛、南海区域合作论坛、更路簿论坛、自由贸易港高端论坛。 
法学图书分馆拥有藏书量约 25 万册。有《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中外

文期刊 280 余种。有中国知网、北大法宝、北大法意、Westlaw 等电子数据库

30 余种。南海文献资料室拥有中外文海洋政策与法律图书上万册，建有“海南

记忆——海南及南海文献资源数据库”和 “海南省海洋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网站（http://www.hainu.edu.cn/nhlaw/）。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五、单位推荐意见 

推 

荐 

意 

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海洋强国”。2013 年 4 月习总书记视察海南

时要求海南履行好中央赋予的南海维权、维稳、保护、开发的重要使命。2013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

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关

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海南“三

区一中心”建设战略定位，包括深度融入海洋强国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 
该教学成果深度融入国家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多

次指示精神，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为责任担当，主动承担地方高校社

会责任，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该教学成果建设周期长达十余年，成果丰硕，形成了一支专业性强、综

合素质高的师资队伍，形成了涉海特色优势学科群，产出了一批国内外有影

响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在国际和国内具有社会影响力。 
该教学成果将涉海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通过特色师资队伍建

设、探索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和实践平台建设、开设课程、设置研究方

向、举办讲座、吸纳研究生参与涉海科研以及撰写学位论文、发表学术论文、

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培养了批量涉海高级专门人才，长期服务于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对涉海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 
该教学成果将涉海科研成果转化服务政府，成效突出。通过兼任海南省

委直接联系的专家、海南省政府法律顾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顾问、

南部战区法律专家，以及海南省相关机关的应急管理专家、咨询专家等方式，

参与制定地方法规、文件和进行决策咨询与举办讲座数百次，提交研究报告

被中央相关部委采用 20 余个。 
同意推荐该教学成果申报海南大学教学成果奖。 

 

 

 

推荐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