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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亮教授，男，1975年生，河南扶沟人。
早年毕业于河南省西华师范（中师，1992），之后到乡政府任广播员多年。通过自学、进修先后考入浙江大学法学院（1998，硕士生）和中国政法大学

（2001，博士生）。2004年7月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6年7月经组织选调，任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书记、副主任。2009年1月
重返学界，任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教授，浙江省“之江青年学者”（2013）。其间，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在美国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
（Pacific, McGeorge）、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D）做访问学者。2019年5月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青拔计划”；同年入选陕西省**计划（青年项目）。现为西
安交大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工智能与信息安全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承担陕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咨询专家等兼任社会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近年来致力于以当下中国现实社会“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各类刊物发表论
文近五十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完成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三项，其他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正当程序的法理：法律和社会
科学多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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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招生方向：1.行政法学；2.信息安全法学（法律+人工智能）。
一、主要论文
1.《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二作者，与博士生周翔合作）；
2.《过程性审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法研究》，《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
3.《拆迁乱象的根源分析与制度重整》，《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
4.《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5.《技术性正当程序：人工智能时代程序法和算法的双重变奏》，《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5期；
6.《行政行为如何说理：事实、规范和决定的法律证成》，《法治研究》2020年第3期；
7.《监察留置权的制约与救济机制刍议》，浙江省法学会监察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8.《杭州优优皮具有限公司广告违法行政处罚案——行政案件中的法律适用与律师作用的发挥》（案件由本人办理并撰写，案例编号：201803510013），

载《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例库》（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建库）；
9.《正当程序的经济分析与理性评判》，《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6卷第2辑（CSSCI集刊，苏力主编，法律出版社2018年1月版）；
10.《还原正当程序的本质——“正当过程”的程序观及其方法论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11.《论实体性正当程序》，《法治研究》2017年第2期；
12.《涉及科学不确定性之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美国法上的“严格检视”之审查与行政决策过程的合理化》，《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

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16年第5期全文转载；
13.《行政决策的实质性正当程序之规制》，《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1期（第一作者）；
14.《美国拆迁法制之镜鉴》，《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5月12日（第33期）第7版；
15.《人权的正当性追问》，《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14期（第二作者）；
16.《关于民主本质问题的法哲学思考》，《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8期；
17.《新形势下关于定密授权工作的思考》，《保密工作》2012年第8期（第一作者）；
18.《论批评政府的权利——〈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与“实际恶意原则”的启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年第2期；
19.《“被精神病”事件的预防程序与精神卫生立法》，《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
20.《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里》，《法治周末》（法制日报周末版）2011年7月6日；电子版网址：http://www.legaldaily.com.cn/zmbm/content/2011-

07/06/content_2783161.htm
21.《论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和法治化——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反思、改革与完善》，《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22.《科学发展的精神实质就是促进和实现人权》，第三届“北京人权论坛”（国际会议）专题报告，2010年10月19日，北京；该文后载入中国人权研究会

编：《人权与发展》，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与胡建淼教授合作）；
23.《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之理性选择》，《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
24.《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5.《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
26.《行政诉讼类型化问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7.《无害性审查：行政许可性质新说》，《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8.《行政诉讼类型法定化及其消极作用的克服》，《诉讼法学研究》（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29.《论公益征收的补偿原则：从德国法的发展解析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征收补偿条款》，载马怀德主编：《中国行政法的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版；
30.《行政诉讼临时权利保护制度比较》，《法商研究》200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1期全文转载；
31.《“官告民”诉讼制度设立之构想》，载《首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集》（法学卷），2003年10月，北京，清华大学；《行政与法制》2003年

第8期摘要刊载；
32.《宪法诉讼比较研究——以美、德两国为中心的考察》，《研究生法学》2003年第3期；
33.《行政诉讼执行问题研究》，《诉讼法学研究》（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34.《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是审查适用》，《行政与法制》2002年第10期；
35.《王名扬先生法学思想述评》，《研究生法学》2002年第3期（第一作者）；
36.《荷兰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简介》，《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
37.《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研究》，载《证据学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与马怀德教授合作）；
38.《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之检讨》，《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9.《无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1期（本文发表时被署名为“任志安”，该刊2001年第6期有更正启事）；
40.《温柔的行政：行政指导制度探索》，《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41.《试论行政指导的赔偿责任》，《观察与思考》2000年第6期；
42.《宪法基本国策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43.《行政法的国家理念》，《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44.《行政诉讼违法推定原则探析》，《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当期杂志首篇文章）；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9年第12期全文转

载；
45.《论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三方性》，《法学杂志》1999年第3期；
46.《行政诉讼第三人与原告的关系：兼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济与法》1998年第1期；
47.《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行政与法》1997年第3期。
二、主要著作
1．《行政诉讼目的研究：立法目的和诉讼制度的耦合与差异》，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出版。
2．《行政诉讼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 9 月出版。
三、主持项目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FXB001）：《正当程序的法理：法律和社会科学多视角的分析》，2019年9月立项，在研中；
2.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5YJA820012）：《实体性正当程序研究》，2015年9月立项，2017年11月完成结项；
3.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0YJCZH088）：《“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2010年11月立项，2013年3月完成

结项；
4. 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05JA820038）：《WTO后过渡期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 2005年12月立项，2009年11月完成结项；
5. 中国法学会部级科研项目〔CLS（2015）D039〕：《十省市试点自发自还地方债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立法之前瞻》，2015年11月立项，2017年3

月完成结项；
6.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13ZJQN054YB）：《拆迁事件中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征地制度改革与拆迁程序改造》，2013年10月立项，2017年4月结

项；
7.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11JCFX04YB），《正当程序原则的成文法表达与我国行政程序的法典化》， 2011年6月立项，2012年10月完成结项；
8.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SDSS2012YB012），《如何走出暴力拆迁的乱局与困境——从司法强拆制度的失灵论拆迁悲剧背后的财

政、人事等体制性根源》， 2012年8月完成结项；
9.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2010B002），《行政诉讼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2010年12月完成结项。
四、获奖及荣誉
1.论文《新形势下关于定密授权工作的思考》2012年8月获得国家保密局颁发的第三届全国保密法制论坛二等奖（与浙江省保密局副局长赵丽君、法规处处长

王越平合作，本人为第一作者）；
2.浙江省“之江青年学者”，授予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3年3月。
3.陕西省**计划（青年项目）
五、联系方式
E-mail:pkuldl@163.com linda206@xjtu.edu.cn

http://pkuldl%40163.com%20linda206@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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