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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教授

 

教育背景：

1991年-1995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由国家派往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留学，

获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2005年-2006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赴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法律系 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民法总论、物权法、侵权行为法、俄罗斯民法学、中俄民法比较研究。

 

荣誉奖励：

1、2002年获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学奖；

2、2005-2006年曾获民商经济法学院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3、2007- 2010年连续三年曾获民商经济法学院年度先进工作者；

4、2012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第一届“十大最受欢迎教师”称号。

5、2013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教学特别奖；

6、2013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第二届“十大最受欢迎教师”称号。

7、2014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第三届“十大最受欢迎教师”称号 。

8、2015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教学特别奖；

9、2015年获民商经济法学院年度先进工作者。

10、201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教学特别奖；

11、2016年获民商经济法学院年度先进工作者。

 

 科研成果：

（一）   代表性专著：

《俄罗斯当代民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二）   代表性译著：

1、《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合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年版；

2、《俄罗斯婚姻家庭法典》（独译），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3、《俄罗斯继承法》（独译），清华法学，2003年。

（三）代表性学术论文：

1、《俄罗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及其法律形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2、《析俄联邦新民法典对‘企业’范畴的界定》，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3、《俄罗斯第三次民法法典化”》，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1期；

4、《俄罗斯不动产物权变动及其登记制度的特点》，载 《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

5、《所有权本质论》，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5期；

6、《所有制概念考源》，载《法大评论》2001年第1期；

7、《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方式-中国物权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载《河北法学》2002年第4期；

8、《俄罗斯新民法典中继承法律规范的变化》，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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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9、《国家所有不等于全民所有》，吉林出版社2004年(依法治国论文集)；

10、《关于所有制与所有权问题的思考-兼论我国物权立法依所有制类型划分所有权形式的规定》，载《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2005年第1期；

11、《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与民法典的编纂》，载《知识产权》2006年第3期；

12、《Состояние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законадатель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е и процесс его кодификация》，（外刊）载《外国立法和比较法杂志》2006年第4期；

13、《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вещных правах》，（外刊）载《经济与法》2007年第1期；《寻找现代《民法典》：中国于俄罗斯不同的立法进程”》，载
《求是学刊》，2010年第2期；

14、《俄罗斯土地征收制与住宅权利人利益的保护》，载《俄罗斯法研究》第一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

15、《俄罗斯社会转型与民法法典化》，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

16、《论所有权的法哲学》，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

17、《马克思“所有权”哲学思想的当代解读》，载《哲学动态》2016年第7期。

 

代表性教材：

参与编写《民法学》、《物权法》教材4部，主编教材《物权法教程》一部。

 

科研项目：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转型期民法法典化研究》；

（2）主持研究生院核心建设课程《民法总论》科研项目。

（3）主持研究生院《目前研究生论文中的典型缺陷研究》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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