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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高法办„2023‟2号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青岛海事法院、山

东法官培训学院，机关各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

近平法治思想，为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贡献力量，

提升我省法院理论研究水平，为司法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省法院组织开展了全省法院“人民法院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建设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理论研讨活动。全省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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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这次活动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形成了一批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本次研讨活动共收到全省各级法院提交的论文

643 篇，经过评审委员会严格公正的初评和复审，共评选出优秀

论文 100篇，其中一等奖 10篇、二等奖 20篇、三等奖 30篇、优

秀奖 40篇。同时，对组织得力、成绩优异的 7个中级人民法院及

4 个基层人民法院授予“组织工作先进单位”。现对获奖作者及

组织工作先进单位予以通报，希望获奖作者和单位再接再厉，不

断取得更好成绩。 

全省各级法院要以本次研讨活动为契机，锚定“走在前、开

新局”，加强对调研工作的组织领导，牢固树立人民法院调研工

作是高层次、高质量综合性审判业务的意识，“一把手”要亲自

部署、亲自调度，分管院领导要靠上抓，肩负调查研究职责的部

门要具体抓，中级法院要加强对辖区的调度指导，基层法院要重

点部署，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全省法院调查研究工作，坚持把调研工作贯穿法院工作

各领域、全过程，把开展调研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健全完善大

调研工作格局。坚持领导带头、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全员参与、

内外结合，推动形成人人参与调研、人人善于调研的“全员调研”

工作格局。要推动调研成果深度转化应用，把成果转化意识贯穿

调研工作始终，不断提高调研“生产力”，推动将更多调研成果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机制创新和制度规范。要加强调研

工作保障，选优配强专兼调研队伍，把调查研究作为全体干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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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调研工作评价机制，将调研工作纳

入部门和个人考核指标，作为遴选法官、评先树优、晋职晋级的

重要依据。要对标最优、最好、最先进，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对审

判执行工作的推动作用，不断开创全省法院理论研究工作新局面，

推动全省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附件：1.全省法院“人民法院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理论研讨活动获 

奖论文名单 

2.全省法院“人民法院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理论研讨活动组 

织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3年 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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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一等奖（10篇） 

1.认罪认罚案件中独立辩护的限定思考——以要素式分析法为视

角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张珣 

2.温情何以“释放”：刑事诉讼中关照义务的审视与体系化构建

——以犯罪女性关照为阐释对象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  李长艳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苏晓阳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富元 

3.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辨和构建——从“醉驾入刑”刑罚效应的过

度溢出切入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马宗奎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李文任 

4.何以修复“证据之镜”：事实认定中证据的功能局限与弥合路

径——基于论证与故事的混合理论 

庆云县人民法院  张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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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类案检索同类案例的拘束力性质证成及规范路径——以法律系

统的内时间为视角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洪潇潇 

6.刑事合规视域下企业出罪化的实践考察及规范进路——以“法

益可恢复性”为视角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刘静静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郝晓彤 

7.示范庭审的实证观察与路径构建——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蒋萌 

8.善治理念下轻罪案件“社会罚”的规范化进路——以需罚性与

关联性的互动为视角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宋婷 

9.转化型抢劫罪的量刑偏差及纠偏——基于“罪责刑相适应”的

解释路径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宫凡舒 

10.赔偿谅解影响缓刑适用的现状审视与路径完善——以 716 份

故意伤害罪刑事判决书为样本分析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刘雅琳 

 

二等奖（20篇） 

1.同类案件识别模型的建构——以刑事案例的运用为视角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李兆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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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事“责令退赔”判项执行现状审视与程序完善——以嵌入“合

作诉讼”“先予执行”程序为突破点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毕婧文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伟 

3.善意执行理念下信用惩戒与信用修复之分级分类衔接——以比

例原则为切入点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纪小健 

4.指导性案例适用的逻辑偏离及路径修正——基于指导性案例十

年适用情况的实证考察 

乐陵市人民法院  王璐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洪潇潇 

5.家事审判中类案识别的思维进路分析——以内部证成与外部证

成为视角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军蒙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朱晓嵩 

6.生态环境修复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制——基于过程型激励理论的

分析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贾升宗 

7.功利主义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扩张认定的理性

反思与限缩路径——以行为类型化区分与构成要件要素认定为切

入点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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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量刑说理之方法——以“解释学循环”

为视角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赵艳霞 

9.“迷失的甩项”：民事诉讼“另行主张”适用的偏差与矫正—

—以诉讼请求的部分回应为视角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蒙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维娟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卉 

10.二阶七步法：要素式审判与司法叙事的错位与修正——以分割

化到整体化的转变为视角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蕾 

11.“恶足少年”刑事庭审叙事的现状审视与规范进路——以未成

年罪犯的刑事庭审笔录为分析样本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姜有慧 

12.堵塞抑或疏浚：责任主义视野下上访索财行为的司法认定——

基于敲诈悖论意蕴的再展开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曲晓梦 

13.刑事诉讼“二审新增抗诉请求”的回应路径——以检察一体与

限制变更公诉的平衡为视角 

寿光市人民法院  杨翠琪 

14.民事审判中“可能涉嫌犯罪”的司法认定——基于刑民并重思

维的角度 

汶上县人民法院  郭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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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类案“云”检索：类案数据库建设的现状检视与重塑方案——

以类案数据库的省域构建与全国进阶路径为视角 

嘉祥县人民法院  赵忆雪 

16.韧性视角下刑事警务保障风险防控机制的审视与重塑——以

大型涉黑案件警务保障为切入点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韩彦亭 

17.“资历”型法官助理管理模式的检视与重塑——以波士顿矩阵

理论为视角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俊兰 

18.“平面对应”到“立体衔接”：民事庭审安全保障机制的完善

——以风险等级和安保措施适配为切入点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小龙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贵 

19.共同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以共犯量刑平衡

规则为视角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晓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凯 

2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判词的修辞功能及其发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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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0篇） 

1.执行和解争议救济规则现状反思与程序重构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浩源 

2.刑法中“复制发行”解释的体系冲突与重构——以重启销售侵

权复制品罪为目的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邹雪 

3.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视野下不当诉讼行为的审视与规制——以

“证据失权酌定主义”为突破 

邹城市人民法院  司涛涛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振庆 

4.行政鉴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审视与规范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方月伦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小巧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佳佳 

5.刑事共犯退赔后追偿权的理论证成与诉讼实现——基于退赔责

任体系的类型化构建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薛淑娴 

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量刑“四步法”——基于类型化思维

的构建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王成国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李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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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冲突与弥合：公众认知与刑法适用冲突时行为“去罪化”规则

构建——以热点案件为视角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立伸 

8.类案识别融入庭审程序的思考——以辩论为核心展开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孙春华 

无棣县人民法院  付金良 

9.“三不”机制下司法廉洁文化建设的全面嵌入性运作——新时

代人民法院反腐败治本之策的文化维度构建与传播模式创新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  贡绍海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  朱雅菲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  王卫卫 

10.与“狼”共舞：回应型司法框架下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关系构

建——以智众时代的典型案例报道为视角 

莱州市人民法院  刘源 

11.刑事二审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乱象与规制——以中

国裁判文书网 120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胡维潇 

12. 行政诉讼简案识别标准的审视与重构——以审级制度改革为

视角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旭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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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生态环境刑事审判的“恢复性”出路——基于恢复性司法实践

为中心的现状反思及路径探求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敏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妮 

14.二审裁判精准回应上诉请求的实践语境与改进路径 ——以实

现中级法院“重在二审有效终审、精准定分止争”的职能定位为

视角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庆伟 

15.民事申请再审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思辨与构建——以提升再

审制度效用为视角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红云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曦 

16.从模式选择到程序完善：当事人申请提级管辖的正当性基础及

制度构建——以民事诉讼职权与权利配置为研究视角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乔斌 

17.破除“格雷欣”法则：我国行贿罪量刑的实践省思与规范进路

——以 80份“围猎型”行贿罪刑事判决书为研究样本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春亮 

18.涉案企业合规的法院审查模式与路径构建——合规激励程序

的瑕疵补救为视角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刘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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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从神话到现实：“认罪越早，从宽越多”量刑理念的检视与修

正——以博弈论动态平衡为视角 

曲阜市人民法院  李文慧 

20.以流程改造监督：四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识别与运行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维松 

21.如何避免依附：竞合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空间—

—基于上下游犯罪的剥离与关系重构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静 

22.如何退出法律统一适用：类案时效制度的理性逻辑与路径探索 

平原县人民法院  穆春燕 

23.法院主导型企业合规机制的构建路径探索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苏晓阳 

24.诈骗共同犯罪违法所得处置的扩张与规制——以比例原则为

视角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相光强 

25.作为刑罚附随义务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 

微山县人民法院  左凯旋 

26.何以交互：结构主义视域下庭审与判决间的逻辑同构——以借

款合同类纠纷为切入点 

乳山市人民法院  袁菁 

27.毒品案件从严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冲突与融合——以穿透式审

判思维为视角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裴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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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五年回首：涉黑案件共犯量刑均衡之规范化路径——以认罪与

不认罪混杂为分析视角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赵艳霞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刘金依 

29.类案检索中当事人参与制度完善——以法官释明权为视角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  庄雪莉 

30.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背景下行政诉讼简案精准识别的结构

性困境及路径优化 

诸城市人民法院  崔兆在 

 

优秀奖（40篇） 

1.审级改革背景下诉讼费制度的功能缺失与完善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张勃 

2.在线庭审秩序维护之困境及进路探析——以双机位“云考场”

模式为参考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郭鹏鲁 

3.证据分布理论下的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研究——以知识产权案件

审理模型构建为例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青媛 

4.“跨行政区划案件”生成脉络与演化逻辑——基于语料库为视

角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张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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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错当纠：类案不同判案件启动再审程序的适度限制与合理路

径——以类型化评价为视角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张慧群 

6.在线证据交换的审视与完善——基于流程牵引理论的分析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朱晶晶 

7.略式程序：结构困境下人格权行为禁令的现实审视与程序构建

——基于内部视角的反思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郭天润 

8.裁判文书隐名处理的规则重构——以裁判文书促进社会诚信体

系建设的价值取向为视角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心宁 

9.流量造假的刑法规制路径——以虚假广告罪扩张解释为切入点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海文 

10.总体性治理视角下的中基层法院民事再审案件提级管辖——

基于再审诉权、答辩权、再审监督权三方支点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朱学波 

11.文明执行“五步法”：将“友善”价值观融入执行实施案件的

路径探析——以自媒体时代为视角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王彦博 

12.《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高空抛物罪的司法适用研究——以

刑事立法活性化背景下集体法益的保护为视角 

安丘市人民法院  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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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需求与回应：在线证据交换程序的困境审视与路径完善——基

于层次化分析的视角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范蕊 

14.危险驾驶罪刑罚轻重失衡的现实考察与完善——从宽严相济

的角度谈危险驾驶罪之刑罚重构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刘来双 

15.非法采矿案件中农民非法处置土地使用权行为的司法应对—

—基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司法适用困境的分析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  张妍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  王东星 

16.审级职能下“特殊类型案件”如何识别：要素构成与机制构建

——以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为视角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路姗 

17.反思与前进：少年法庭延伸职能的改革路径分析 

泗水县人民法院  毕德强 

18.罪与罚：数字经济时代非法第四方支付的刑法规制——基于

“跑分平台”特殊技术形态的实证分析 

新泰市人民法院  胡勤志 

19.审级职能改革下基层法院法官绩效考核的重构——以发展型

绩效考核为目的取向 

宁阳县人民法院  蔡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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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整体性治理视域下“一体四维”人民陪审机制的构建——从陪

审员管理的切割分离说起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方燕 

21.“大繁简大分流”背景下行政示范诉讼的实证检视与规范化构

建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管珈琪 

22.类案检索当事人主导的程序构建——以庭前改造为视角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丹 

23.专业化与精准化：审判重心下移背景下案例裁判规则供需模式

的调整——探索建立与审级相适应的两级案例裁判规则库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建秀 

24.立本与突破：智能化审判辅助网络金融案件事实认定的路径探

析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彦祺 

25.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量刑规范化实证检视及实现路径—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472份判决书数据的分析 

临沭县人民法院  张东亮 

26.流程再造：分段式执行全流程模式之构建——以 F县法院执行

体制机制综合配套改革实例为样本 

费县人民法院  王进 

27.监察类案件非法证据排除司法论证的偏差与矫正——以法规

范协调为视角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高鑫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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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困境与出路：审级职能下民事再审预收费制度思辨与创建 

平原县人民法院  崔晓 

29.自诉案件公权介入的实践检视与规则重塑——基于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视角 

平原县人民法院  刘英君 

平原县人民法院  于欣鑫 

30.审级制度改革下案件下放的标准认定——基于基层法院参与

社会治理的互动为视角 

齐河县人民法院  张梦诗 

31.案件及时评议的制度化构建研究——基于规制性、规范性与认

知性三重纬度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董慧 

32.从“关键词”到“全要素”：智慧法院下类案检索要素图谱构

建——基于法官认知逻辑思维展开 

阳谷县人民法院  闫丹 

冠县人民法院  王冉冉 

33.在线诉讼中物证应用的挑战与应对——影像叙事下证据从“立

体”到“平面”的演进 

阳谷县人民法院  马晓辉 

阳谷县人民法院  雷传平 

阳谷县人民法院  李学正 

34.“共同”到“按份”：个人债务执行中夫妻共同财产拟分割程

序的构建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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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逻辑推理”到“要素识别”：审级制度下民事案件提级审理

标准的路径完善——以提高审级效能和参与社会治理互构共生为

视角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伟 

36.链上安全：基于区块链的电子证据异步交换机制的思辨与构建

——以民事线上审判流程再造为视角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刚 

37.情态要素在证据证明力评价中的运用——以“证人-媒介-法官”

的在线作证模式为视角 

无棣县人民法院  张晓阳 

无棣县人民法院  高慧 

38.刑拘直诉的正当性基础与制度构建——以刑事诉讼程序繁简

分流改革为视角 

博兴县人民法院  邢曰飞 

39.受贿行贿一起查视域下行贿犯罪查处研究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赵飞 

40.分享与传承：在裁判文书中提炼裁判要点的价值与进路——基

于对 114 篇优秀民事裁判文书之考察 

青岛海事法院  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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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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