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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皞 
2020-05-17   审核人： 

研究领域：宪法与行政法学、法理学、司法制

度、港澳问题

办公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230

号，广州大学生活区榕轩

办公电话：020-39366569

电子邮箱：zhcourtd@126.com

个人简介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近年新进师资 

 理论法学教研室 

 民商法教研室 

 诉讼法教研室 

 刑事法教研室 

 国际法教研室 

 人权研究院 

 学硕导师 

 专硕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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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皞，男，1956年9月出生，陕西延长人。法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博导，律

师。

现任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广东省社科基地澳门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法制研究院院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

服务基地主任。

兼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法治社会》杂志总

编，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主任。

教育背景

1983年 7月，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毕业，获法学学士学

位。

1991年 7月，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

学位。

1998年7月，武汉大学宪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学科博士后出站。

职业经历

1976年7月入党，1983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陕西延安市司法局副局长，珠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行政庭副庭长、庭长、副院长、党组成员，广东省高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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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行政庭庭长，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市委政法委

副书记等职。2008年12月至2017年3月任广州大学副校长。

教授课程

研究生：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科研服务

广东省第五届、第六届学位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硕士生

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行政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

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法学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广东省地方立法研究

会顾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研究与评估咨询服务基地主任，广州法治研究中

心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地方立法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

术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法治社会》杂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编。全国

港澳研究会政治与法律专业委员会召集人、委员。广东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委

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组组长，佛山市委、人大、政府、政协法律顾问，珠海

市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珠海市政府兼职法律顾问。广州市中级法院咨询委员会委

员，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珠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2010年成立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引进全国法学名家应松年教授为中心挂帅，

董皞教授亲自指导中心工作，2012年、2013年中心从校级基地成长为市级、省级基

地，并于2016年挂牌成立澳门法制研究中心，与国务院港澳办建立联系，力图创建广

州大学第二个国家级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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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所主持的《中国司法体制改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立项，这是广东省首个国家级法学类重大项目、广州大学首个国家社科类

重大项目。

2013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成立地方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董皞主持工

作的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入选第一批五个基地之一。

2015年，广东成立全国首个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引领全国司法改革试点之

先锋；董皞当选为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主任委员。

研究成果

（一）获奖及荣誉

首届“广东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广州市杰出专家，享受广州市政府住房补贴的杰出人才。

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届杰出校友，西北政法大学首届杰出校友。

广州大学法学学科带头人。

中宣部和教育部马列主义法学系列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编写组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十大优秀法学博士后。

（二）著作

在商务印书馆等权威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 2部，主编或合著学术著作 30余部。主
要著作包括《判例解释之变迁与重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版，《司法解释
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论法律冲突》，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中
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版，《民事执行策略与方法》，人
民法院出版社 2009版。主编或参编的著作还有《司法的逻辑与方法》、《司法一线的
报告》、《行政行为法》、《行政法学新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三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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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法学权威或核心期刊发表有关
宪法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司法制度等方面的专业论文 50余篇。主要主持和
参与科研项目包括：《司法改革评价指标研究创新团队》项目，广东省教育厅 2016年
招标课题；《中国司法体制改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
项目；《中国特色判例形式司法解释制度之研究》，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学》，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
《关于构建执行威慑机制的调研》，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课题。

（三）论文及项目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法学权威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作
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评价指标研究》一项，建
立了目前国内最完整的司法制度基础数据库，填补了当时广东省人文社科法学项目和
广州大学人文社科项目的空白，近五年个人主持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和省部级社科项目
多项，国际国内课题总经费达501万元。

【关闭窗口】 

友情链接：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 中国法学会 北京大学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武汉大学法学院 吉林大学法学院 中山大学法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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