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瑞林•环境法博⼠⽣全国学术会议 

邀请函 

 

北⼤“瑞林•环境法博⼠⽣全国学术会议”旨在搭建国内⾼校在读环境法学专

业博⼠研究⽣互动平台，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环境法学专业博⼠⽣培养质量的提

升。⾃ 2009 年以来，“瑞林•环境法博⼠⽣全国学术会议”已成功举办四届，对推动

国内各⾼校环境法学专业博⼠⽣之间的学术交流产⽣了积极影响。为持续推进各

⾼校环境法学专业博⼠⽣的学术交流，提升博⼠⽣培养质量，并促进中国环境法

学学科的发展，拟于 2017 年 10 ⽉ 21 ⽇⾄ 22 ⽇（周六⾄周⽇）在北京⼤学法学

院举办第五届“瑞林•环境法博⼠⽣全国学术会议”，特邀全国各⾼校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专业在读博⼠⽣参加会议。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会议主题 

    本次会议以“⽣态⽂明体制改⾰背景下环境法学博⼠⽣培养机制的挑战与应

对”为主题，下设两个专题：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博⼠⽣培养机制的改⾰ 

    本专题主要交流国内各⾼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博⼠⽣的培养模式，回



顾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博⼠⽣培养的历史与成就，总结有关经验与教

训，并探讨未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博⼠⽣培养的⽬标与机制。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问题与⽅法 

本专题主要探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的选题与研究⽅法。 

 

    ⼆、会议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17 年 10 ⽉ 21 ⽇⾄ 22 ⽇（周六⾄周⽇） 

会议地点：北京⼤学法学院 

 

    三、参会要求 

    （⼀）申请参会博⼠⽣须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在读博⼠研究⽣。 

（⼆）申请参会博⼠⽣须同时针对上述两个专题准备发⾔材料。 

    1.专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博⼠⽣培养机制的改⾰ 

    本专题的发⾔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所在院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专业博⼠⽣培养的历史、模式、特点与成就，分析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

博⼠⽣培养的经验与问题，探讨未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博⼠⽣培养的⽬标

与机制。发⾔材料不少于 3000 字。 

2.专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问题与⽅法 

本专题的发⾔材料应关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的选题与研究⽅法，可对

当前环境法学研究现状作批判性思考，也可提出建设性意见；可作⼀般性论述，

也可进⾏个案分析。发⾔材料不少于 3000 字。 

发⾔材料需在正⽂后附上作者姓名、所在院校及年级、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电⼦邮箱等个⼈信息。发⾔材料⼀律采⽤ Word ⽂本，⽂件名格式为

“发⾔题⽬（所在院校＋姓名）”。 

⿎励参会⼈员以论⽂形式提交发⾔材料。论⽂格式参照《中外法学》格式要

求。 

 

    四、参会申请与参会材料提交时间 

申请参会的博⼠⽣须于 2017 年 6 ⽉ 20 ⽇之前将会议发⾔提纲和个⼈学术简

历发送⾄会务电⼦邮箱，并于 2017 年 8 ⽉ 31 ⽇之前将完整的发⾔材料发送⾄会

务电⼦邮箱。电⼦邮件主题请注明“第五届瑞林•环境法博⼠⽣全国学术会议申请

＋就读院校名称＋姓名”。 

 

    五、参会资助 

    （⼀）会议主办⽅将邀请专家对申请参会博⼠⽣提交的会议材料进⾏评选，

并确定资助参会的博⼠⽣名单。原则上每校资助⼀名博⼠⽣参会，但材料评选结

果为优秀的博⼠⽣不受资助名额限制。 

    （⼆）资助范围包括就读院校所在地与北京会议举办地之间的普通⽕车硬卧

或动车（⾼铁）⼆等座往返费⽤和会议期间的住宿费。 

    （三）未获资助博⼠⽣的各项费⽤请⾃理，会务组可应其要求协助安排住宿。 

（四）所有参会⼈员会议期间⽤餐由主办⽅提供。 

 

    六、会务信息与联系⽅式 

有关会议的报到地点、会议⽇程以及受邀资助参会的博⼠⽣名单等信息，会



务组将另⾏通知，并在北⼤瑞林环境法⽹和北京⼤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

微信公众号（iReeli）上适时发布。 

有关会务事项可与会务⼈员联系。 

    会务联系⼈：梁忠 （⼿机号：15501183399） 

会务电⼦邮箱：reeliforum2017@163.com 

 

    七、会议资助单位 

    本次会议获北京⼤学“研究⽣教育创新计划”项⽬、北京⼤学法学院⾦瑞林教

授环境法学发展基⾦资助。 

     

 

 

 

 

北京⼤学法学院 

北京⼤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 

2017 年 5 ⽉ 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