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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睿哲，男，汉族，1967年11月生，甘肃环县人，法学教授，法学院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为

本科生开设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司法制度专题、民事诉讼法专题等课程。研

究方向：诉讼法、司法制度。 

主要社会兼职： 

中共甘肃省委政法委咨询专家 

甘肃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 

甘肃省工会法律援助中心法律顾问 

甘肃省人大特邀地方立法研究员 

甘肃省依法治省宣讲团成员 

甘肃省行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 

甘肃省法学会民商法学会副会长 



安宁区法院人民陪审员 

国家法官学院甘肃分院兼职教授 

兰州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 

著作、教材： 

《现代法理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商法原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民法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厂长经理法律指南》，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 

《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11版。 

《民事程序机制的变革与完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民事诉讼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民事诉讼法、原则制度篇》，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行政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论文： 

1、信息技术对中国大学法学教育的影响，电化教育研究，2011年第6期。 

2、法官与律师：实现当事人实质平等的两种程序进路的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3、确定民事证明标准的一般法理，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撤诉制度的完善，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 

5、论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6、甘肃省法律援助机制纲要，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 

7、诉讼系属中债的移转所引发的法律问题，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8、诉讼系属中债权转让时的反诉与抗诉，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9、论诉讼继受，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0、判决补正探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1、土族女性的法律意识现状与发展，中国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12、论民事诉讼中的部分判决，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3、论当事人的诉讼进行能力与实质的当事人平等原则，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4、民事诉讼平等原则的逻辑基础，《肃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5、补充判决制度的法意及其问题探讨，人民司法，2007年第6期。 

16、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一般法理之分析，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5期。 

17、论司法资源配置与司法公正，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8、论法官良知与司法公正，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19、论裁判脱漏及其程序上的处理，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0、当代公民的程序观念，发展，1998年第12期。 

21、论记者的舆论监督权利，发展，1998年第8期。 

22、程序正义初论，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 

23、民事诉讼救助制度初探，法律与社会，1998年第3期。 

24、Mareva强制令能否单独适用？，法论，1998年第2期。 

25、浅析确定民事案件管辖的原则与标准，法论，1998年第3期。 

26、第二届民事诉讼法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27、程序正义理念与法治国家，人大研究，1999年第9期。 

28、论行政诉讼的可诉范围，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29、我国法学届轻程序的现象、根源及对策，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30、民事撤诉制度之检讨与完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31、论民事撤诉合意，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2、建立甘肃困难企业及其职工法律援助机制的构想，人大研究，2002年9期。 

33、从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特点看法律应对措施，拒绝邪教崇尚真理，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2003年12

月。 

34、民事诉讼改革与当事人程序处分权的检讨与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编，红旗出版社，20

04年7月版。 

35、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冲突与解决，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36、当前民事审判改革的反思，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 

37、互联网对政府执法的影响，西北师大报2009年11月8日 

38、民事再审事由立法论协调的问题，西北师大报2010年3月12日。 

39、社会主义司法权理论与资本主义司法权理论的比较，新华文摘网。 

40、检察权配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项目： 

1、甘肃省法律援助机制研究，甘肃省教育厅课题。（主持） 

2、甘肃省法治环境研究，甘肃省软科学课题。（参与） 

3、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妇女法律权利研究，西北师大第二期创新工程课题。（子课题主持人） 

4、兰州铁路运输法院资助课题，法院改革问题研究。（主持） 

5、科学发展观对甘肃省法制建设的影响，甘肃省教育厅课题。（主持） 

6、甘肃省地方立法规划编制办法（起草草案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项目。（主持） 

7、《甘肃省村务公开条例》绩效评价研究，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项目。（主持） 

8、知识产权战略与甘肃核心竞争力研究，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参与） 

9、政治正义的实现与司法理念的确立-----一个历史和实然路径的分析，西北师大三期“知识与科技

创新工程”第三批人文社科项目，（主持） 

10、和谐社会视野下民事诉讼机制创新研究，教育厅高校研究生导师项目。（主持） 

11、差别司法正义及其运行机制研究，2010年度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主持） 

12、差别司法正义及其运行机制研究，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主持） 

13、爱尔兰两轮公投与中国式民主的类型学意义。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参与） 

获奖： 

1、《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与完善问题研究》，获1998-1999年度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二等奖。 

2、《商法原理》，获甘肃省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2002年被评为西北师范大学优秀教师。 

4、论文“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撤诉制度的完善”被“西部大开发与人才资源开发学术研讨暨优秀论

文颁奖大会”确定为重点宣讲交流论文，并获一等奖。 

5、《发挥人文学科优势，构建面向21世纪人才培养新模式》获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甘肃省教

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2004年3月31日） 

6、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孔宪武中青年教学优秀奖。 

7、2006年西北师大教学质量优秀奖。 



8、《民事诉讼法修改与完善问题研究》，获2008年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二等奖。 

9、2008年西北师大优秀管理干部奖 

10、2010年获西北师大教学名师奖。 

11、2010年西北师大优秀管理干部奖。 

12、2011年获“学生心目中最受喜爱的教师”荣誉称号。 

13、“基于多学科平台优势，提高法学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与实践”获2011年西北师大教学成果一等

奖。同时获2011年度甘肃省教育厅级奖。 

联系方式：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 

邮编：730070 

邮箱：duiruizhe@nw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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