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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华，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商务与网络犯罪研究中心主任，中外廉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行为法学会基础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理事、刑事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犯罪学
研究会理事，中国互联网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权益保护顾问。

曾担任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刑庭审判员、四级法官。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讲授课程：
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英文）、中国刑法学（英文）、跨国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研究生）。
授课经历：曾给欧盟律师培训班、中纪委北戴河培训班、中央党校政法部研究生、国家法官学院、英国皇家玛丽大学法学院、保加利亚孔子学院、匈牙利孔子学院讲授“金融犯罪与金

融刑法”、“纪委干部如何依法取证”、“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审理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的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等。
学术成果：多项成果被转载、引用、获奖，在本专业领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专著3部、译著2部、合著7部、教材1部（副主编），学术论文近百篇，发表于《中外法学》、、《法学

家》、《政法论坛》、《法学评论》、《比较法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学术刊物。其中CSSCI、核心期刊论文近40篇，《从赖昌星案看中加刑事司法合作》、《审判权运行机
制改革研究》、《刑法学教科书60年回顾与反思》等3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30余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人民检察》等期刊转载，5
篇论文被译为英文、韩文在英国、韩国发表。

所提出的“仇恨犯罪的治理”理论、“人权反腐”理论，为立法界、学术界以及法律实务界所瞩目，也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跨国经济犯罪、跨国反腐追逃追赃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电子商务与网络犯罪、反恐与国际安全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刑法、国际刑法与比较刑法、犯罪学、电子商务与网络刑法、司法制度、法学教育
获奖情况：
5 获苏州大学“优秀团干部”称号
1990.5 – 1994.5    多次受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表彰
10 获北京大学光华奖学金
10 获北京大学光华奖学金
2001．12      获北京大学光华奖学金
2006．10    论文《侵犯著作权罪新探》被评为中国法学会优秀刑法论文（2000-2005）二等奖
2011.10  论文《社会冲突、社会管理创新与刑法理念的发展》获得中国法学会“全国优秀刑法论文”（2006—2011）三等奖
2011.12   论文《刑法学教科书60年回顾与反思》（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3期）获得中国法学会第二届“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11.11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1．12   被评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先进个人”
2010.9-2016.9  多次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优秀教学科研奖”
2012.11   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主要成员之一）
2014.12  被评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首届“十大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



2015.1   论文《论从人权保障角度反腐败》被评为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三等奖
2016.3   论文《“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法律适用研究》荣获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互联网刑事司法问题研究”征文三等奖
2016.9  被评为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
2016.10 论文《论刑法的宪法制约》获得中国刑法学研究会（2012-2016）“全国优秀刑法论文”二等奖
教育背景：
1985.9－1989.7  苏州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任校团委委员、团支部书记）
1994.3-1995.1  被最高人民法院选拔进入北京大学举办的“高级法官培训班”学习，任党支部书记
1995.9－1998.7  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9.9－2002.7  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9.1－1999.10 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合作项目，取得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法律硕士（DESS）学位
2002.8—2004.12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律系讲师
2003.9 —2005.6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师从高铭暄教授
8-2005. 5 美国德保罗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师从谢里夫·W·巴西奥尼教授
2015．9-27     参加于中央党校举办的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教育部、总政治部、财政部“第65期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取得结业证书
工作经历：
1989.7－1998.12  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刑庭，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和审判员，获四级法官证书
2003.9 —2005.6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师从高铭暄教授
2005.1-2011.1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06.11-2017.6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科研
2011.2-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1.11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7.6-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博士生导师
联系方式：
电话：13911171987；010-88816814
地址：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邮政编码:100089
电子邮件：wenhuaw9527@163.com；wangwenhua@bfsu.edu.cn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
《加拿大与中国经济诈欺犯罪比较》，检察出版社2003年8月版。
《欧洲金融犯罪比较研究——以欧盟、英国、意大利为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8月版，2008年8月第2次印刷。
《创新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刑事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合著7部，其中代表作
1.罗玉中主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魏振瀛主编：《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法律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译著
[美]谢里夫·巴西奥尼著：《国际刑法入门》，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二译者）
2.《9.11委员会报告: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国家委员会最终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4年版。（第三译者）
教材

mailto:wenhuaw9527@163.com


《刑法学》（21世纪普通高校本科法学精品教材）（副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辞典
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作者之一）
译文
[美] 斯蒂芬·休特：《有宪限制与无宪限制——美国刑法与英国刑法比较》，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5期。（约6千字）
2.[英]Barry A.K.利德：《论洗钱犯罪的控制和预防》，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论文
（以时间为序，加黑的部分为CCSI、核心期刊或重要转载）
《论庭审方式改革后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论坛》1996年第4期。
《建议刑法增设“见危不救罪”》，载《法学天地》1997年第1期。
《论改革后的庭审方式》，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2期。
《论破产犯罪与破产刑法》，载刘守芬主编：《刑事法律问题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与加拿大经济诈欺刑事立法比较研究》，载《烟台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论信用证诈骗罪的概念与认定》，载《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2001年刑法学论文集），赵秉志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7月版。
《亟待建立未成年人援助中心》，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年第4期。
《论知识经济与刑法变革》，载《法学家》2001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2年2月31日转载。
《互连网上侦查权与隐私权的冲突及其刑事政策——以加拿大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6期。
《论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基础》，载《刑法评论》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2003年12月25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百年院庆刑事法论坛”上作主旨发言。（9万字）
《论共谋金融诈骗罪》，载《现代刑事法治问题探索》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5万字）
《如何认定介绍贿赂罪及其相关问题》，载《刑事法判解研究》2003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5万字）
《质疑刑法第247条的立法价值》，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6期。（约6千字）
《侵犯著作权罪新探》，载张军、赵秉志主编：《2003年刑法学年会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万字）
《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完善》，载《法制日报》2003年7月10日“理论专刊”。（约3千字）
《论垄断的法律定位》，载《南都学坛》2003年第5期。（约8千字）
(合作)《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刑法学、犯罪学、监狱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约5万字）
《侵犯著作权罪新问题探讨》，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8期。
《介绍贿赂罪问题研究》，载《2004年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侵犯著作权罪新探》，原载张军、赵秉志主编：《2003年刑法学年会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万字），2006年10月被评为中国法学会“西湖杯”优秀刑法论

文（2000-2005）二等奖。
《加拿大市场竞争的刑法保护及其启示》，2005年7月13日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4期。
《欧盟刑事法简介》，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5日“海外法域”版。
《中美累犯制度比较研究》，载《2005年中国刑法学会论文集》（第一卷上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公诉案件被害人损失赔偿问题研究》，2005年11月载《南都学坛》2005年第6期。
《欧盟刑事法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3期。（2006年6月）
《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2006年2月。
《刑事法反恐若干问题探析》，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2006年6月）。
《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若干问题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2006年9月），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2006年第12期《刑法学》全文转载。
《论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载《2006年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006年11月转载于《人民检察》2006年第23期。）
《论刑事和解的法律规制》，载中国博士后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并获得入选证书。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EUvbX86-AQoUG4tWof-A18AVa499QY2aYygT5G6Rhz3WJ31UQPx1dDMpTI_l9E5ONEqqZTfuPZEtAxN9LSjSj0cijbb--RgIOfmHbflhtZcWw0y7JUQcHIU3rdp7wWW4EFXBDcRVA7_q-Ul-YTOI_fhE6-jrJ2-tBx3NEFmOXYFR2miksNkr4OxInZbo2aZRWbhLuI8Zx6cYcLyfw-NJffCfdhP4ag2KnjBOAFqi-9EC--t8cAXusiuEUnnCs-Ty8R8fLAu5eey-gXBWG9vu5HnDJ0l57NT3c0V-mXt6w3RgtthAygeBUPaviIN83v8He_Wf0tcYyEU9MI78trBa_&wd=&eqid=d68943a700014c280000000359c5d241


《侵犯著作权罪新探》，原载张军、赵秉志主编：《2003年刑法学年会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万字），2006年10月被评为中国法学会“西湖杯”优秀刑法论
文（2000-2005）二等奖。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2006年11月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23期。
《论从人权保障角度反腐败》，载《法学家》2007年第2期。
《反恐刑事法若干问题研究》，载赵秉志主编：《反恐问题专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全球化时代的刑法国际协调》，载《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23期“报刊文章篇目辑览·法学”收录，并被收录戴玉忠、刘明祥主编：《和谐社会

语境下刑法机制的协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中文功底对你很重要——论法科学生的文化底蕴》，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法学院》报2007年6月22日第12版。
《我国金融犯罪的修正问题研究》，载《2007年刑法学年会论文集》2007年10月版，并被收录刘明祥主编：《金融犯罪的全球考察》，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版。
《论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载《国际刑法评论》2008第4期。
《论外语院校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载《中国大学教学》2008年第2期。
《国际金融反恐的现状与反思》，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08年第3期。
《论单位域外犯罪的管辖》，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9期。
《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定及立法方式》，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4期。
《严密法网、宽严相济——<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事政策评价与思考》，载谢望原等主编：《中国刑事政策报告》第3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严密法网、宽严相济》，载

《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CSSCI)
《宪法只有走进刑事法视野，才会出现真正的刑事法治》，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8年9月8日。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中国与加拿大比较为视角》，载《南都学坛》2008年第5期。
《论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2008年第12期《诉讼法学》全文转载。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构成要件研究》，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9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2006年第12期《刑法学》全文转载。
《欧洲一体化与欧盟金融刑事法的发展》，载程卫东主编：《欧盟法律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从欧盟法律规定看金融刑法的边界》，载曾令良、黄德明主编：《欧洲联盟法治50年回顾与展望》，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欧盟金融刑事政策述评》，载谢望原主编：《中国刑事政策报告》（第4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论刑法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2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刑法学》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
《刑法学教科书60年回顾与反思》，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2期。被《新华文摘》2010年第13期转载。（字数：原文5万字，被摘录8560字）。被收录《第二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

奖获奖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美国反“仇恨犯罪”刑事法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1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7期转载。（被摘录4876字 ）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若干问题研究》，载《南都学坛》2010年第1期。
《“仇恨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4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刑法学》2011年第7期全文转载。
《群体性暴力事件与仇恨犯罪：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回应》，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法外复仇”传统与“仇恨犯罪”的抗制——以中国传统复仇文化为视角》，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刑法学》2012年第3期全文转载。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与法学教学改革》，载《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7期。
《社会冲突、社会管理创新与刑法理念的发展》，载朱孝清等主编：《社会管理创新与刑法变革: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11年度(上下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社会管理创新与刑法理念的发展》，载《东方法学》2011年第6期。
《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抗制措施》，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7期。
《论刑法的宪法制约》，载赵秉志、张军主编：《刑法与宪法之协调发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论我国反跨国洗钱刑事法律的完善》，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7期论点摘录。
论文《中国刑法分则研究之考察》，载《东方法学》2013年第1期。2013-08-13被收入中国法学创新网“最新文选”。



《论跨国公司犯罪及其有效抗制》，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3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13年第6期全文转载。
《波兰宪法与刑法的互动关系评述》，载《刑法论丛》2013年第1卷。
《从赖昌星案看中加刑事司法合作》，载《南都学坛》2013年第5期。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23期全文转载。
《打击跨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7期。
《流动人口仇恨犯罪与刑事政策的发展》，载张凌等主编：《犯罪防控与平安中国建设——中国犯罪学学会论文集（2013年）》，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
论文：《“赔偿损失”对刑事责任影响的类型化研究——以涉众型经济犯罪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1期。
《中国恐怖活动犯罪的惩治与防范》，载赵秉志、张军、朗胜主编：《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韩]:韩国比较刑事法学会主编：《全球化安全社会

与刑法》，韩国中央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中国跨国洗钱立法与刑事政策研究》，英国会议论文集。
《“后劳教时代”的人身危险性因素研究》，载《南都学坛》2014年第6期。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研究》，载《东方法学》（C刊扩展版）2014年第6期。被《新华文摘》2014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刊全文转载。
《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立法修改完善问题研究》，载《刑法学论丛》（C刊辑刊）2015年第2期。
《仇恨犯罪的研究与治理》，载《法律与文化》2015年第5期。
《论我国死刑的“停、改、废、释”》，载《南都学坛》2015年第4期。
《受贿罪中“收受财物后退还或上交”的定罪标准问题研究》，载李少平等主编：《法治中国与刑法发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作者）
《司法是“稳定器”并非“灭火器”》，载《北京日报》2015年9月21日。
[韩]：《中国恐怖活动犯罪的惩治与防范》,载韩国比较刑事法学会主编：《全球化安全社会与刑法》，韩国中央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载《中国大学教学》2015年第11期。
“1949-2014: Review and Reflection upon the 65-Year History of Textbooks on Criminal Law”, 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2015（2）。
《刑法学教科书65年：回顾与展望》，载《中外法学》（C刊）英文版2016年第2期。
《< 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与我国相关立法的协调》，载《河南大学学报》（C刊）2016年第3期。
《规律规范规制——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建设》，载《东方法学》（C刊扩展版）2016年第1期。
《境外追逃追赃与国际刑事合作的法治化》，载《深圳大学学报》（C刊）2016年第6期。
《立法的扩张与司法的限缩——基于刑法第286条之一的分析》，载《人民检察》（核心）2016年第6期。
《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必要的》，载《法治周末》2016年6月2日第2版。
《论提升我国参与全球腐败治理的话语权》，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核心期刊、CSSCI扩展版）2016年第9期。（第一作者）
《地方拟立法预防处理校园欺凌值得期待》，载《法治周末》2016年9月1日第2版。
《2016年“打虎拍蝇”：成果丰硕、影响深远》，载中国网，被中央网信办要求全网转载。
《电子商务中的法律责任》，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7年第1期。
《强化法治思维，全面推进扶贫腐败监察工作的法治化》，载《中国扶贫》2017年第2期。
《遏制未成年人违法态势须标本兼治》，载《法治周末》2017-2-23第2版。
《界限与融合：东北亚区域化反恐合作组织的构建》，载《江汉学术》2017年第2期。（第一作者）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载《人民检察》（核心期刊）2017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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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项 时
间



下一条：万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

中欧金融犯罪比较研究 主 持 子 项 目 “ 欧
盟、英国、意大利
金 融 犯 罪 比 较 研
究”

2003．9 已结项

教育部规划项目
项 目 编 号
11YJA820077

群体性暴力事件与“仇
恨犯罪”抗制研究

主持人
2011.9-
2014.12.31

已结项

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
项目
项 目 编 号 NCET-
11-0591

跨国经济犯罪与刑法变
革若干问题研究

主持人
2012.1-
2014.12

已结项

司法部项目
项 目 编 号
15SFB2014

跨境追逃追赃与国际刑
事司法合作的法治化

主持人 2015.12- 进行中

财政部项目
主要国家预算管理、政
府间财政关系及转移支
付法律制度研究

主持人
2014.3-
2014.12

已结项

教 育 部 “211 项
目”

跨国商事交易中的犯罪
研究

主持人
2008.12.1-
2011.12.1

已结项

司法部项目
项 目 编 号
09SFB2024

中国传统复仇文化与当
今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仇
恨犯罪研究

主持人
2009.12.25-
2011 ． 8 ．
31

已结项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
中心

“一带一路”背景下
“两岸四地”反洗钱合
作研究

主持人 2017.5.1-

中国外文局
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17CBZX104
项目编号）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
对 外 话 语 体 系 建 设
——国际社会对我反
腐败工作的评价与对策
研究

主持人
2017.6.2-
2018.6.2

校级项目6项，略 主持人

座右铭：不求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上一条：万猛

https://sl.bfsu.edu.cn/info/1114/1235.htm
https://sl.bfsu.edu.cn/info/1114/12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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