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 荐 山 东 省 有 突 出贡 献 的 中 青年 专 家 基 本情 况 一 览 表 

 

推荐单位（盖章）：                                                                                                                                     2015年  6 月  23 日 

注：1.此表由单位人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填写（缩放至 A4 纸张打印）一式 1 份，须加盖推荐部门（单位）公章，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2.表中“获奖类别”系指获国家及省（部）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教学成果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励；“专利类型或专利奖名称”是指技术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
利，以及国家和省级专利奖等奖励；“获奖等级”是指最高奖及一、二、三等奖； 

         3.表中“空白项目”填“无”，不许空项。请确保所有内容填写在当前页内，不得超出本页，不得另附纸。 

姓  名 宋振武 性别 男 
出生 

日期 

   1966年 3 月  

17 日 

推荐顺序 
（位次/人数） 

1/2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法学博士 
现聘专业 

技术职务 
教授 

党内 

职务 
无 

行政 

职务 
副院长 

工作单位 烟台大学 
何年入选“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 
无 

何年度享受国务院颁发 

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无 

何年度省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 

 

无 

主      要      业      绩 获   奖  或   专   利   情   况 发表或出版的主要论文、著作、作品等 

一、学术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法论坛》、《现代法学》等核心期刊发表 15

篇论文。担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从法哲学进路对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提出

“刑事诉讼的功能性结构”概念、刑事诉讼目的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

界分等重要见解。从认识论和语言哲学进路，对证据法学基本理论问题

进行深入拓展性研究，发表系列有重要学术创新的论文。其中，发表于

《中国社会科学》的“传统证据概念的拓展性分析”一文，首次引入现

代语言哲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对传统证据概念做了深入拓展性分析，

成功解决了传统“事实说”证据定义面临的一系列解释难题。该文成为

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并获 2011 年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与欧洲人权法院合作创办中欧人权法研究院，并担任院长。研究报

告《The New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s 

Criminal Judicial System》在欧洲人权领域引起重大反响，新华社对

此以英语和法语两种文字加以报道。 

二、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探索并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本科教学

成果“‘多元—开放’式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山东

省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指导本科毕业论文获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奖。 

负责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2）、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法学）”（2012）、“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法

学）”（2013）的建设规划以及组织实施工作，并担任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山东省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法学）”（2012）的负责人。 

创办国内首家法学本科中美合作办学项目（2012 获教育部批准），

并负责实施工作；主持山东省教改项目“地方高校法学教育国际化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1）；显著提升了烟台大学英美法教育的规模

与水平。本科生连续 8 年参加全英文的 JESSUP 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取

得佳绩，2015 年代表队大三选手荣获最佳辩手全国第 4 名；2015 届英美

法实验班毕业生 20%留学英美。 

担任山东省法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参与创建山东省及环渤海地区

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平台。发起并成功组织了四届高规格的山东省大学

生模拟法庭比赛，现已升格为山东省教育厅主办赛事，并推广至其他环

渤海省市。主编《环渤海法学教育论坛》第一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得 

时间 
获 奖 类 别 等级 位次/人数 题   目 

出版或 

发表时

间 

SCI\EI\ISTP收录 

或出版社名称 

或发表刊物名称 

影响 

因子 
位次/人数 

1.传统证据概念的拓展性分析 

 

2. “多元—开放”式应用型法律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2011 

 

2014 

山东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山东省省级教

学成果奖 

一等 

 

一等 

1/1 

 

4/5 

1. 传统证据概念的拓展

性分析 

 

2. 论单个证据的证明限

度 

3. 诉讼证明限度的经济

学分析 

 

 

4. 间接证据的关联性特

征研究——以威格摩

尔的类型学工作为基

础 

5. 证据法理论基础问题

之再反思 

6. 环渤海法学教育论坛 

7. The New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s Criminal 

Judicial System 

 

2009.09 

 

 

2009.05 

 

2009.06 

 

 

 

2009.03 

 

 

 

2013.1 

 

2014.10 

2015.4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CSSCI） 

 

法学论坛（CSSCI） 

 

刑 事 法 评 论

（ CSSCI 来源集

刊）第 24 卷，北

京大学出版社 

烟 台 大 学 学 报

（CSSCI） 

 

 

烟 台 大 学 学 报 

(CSSCI) 

法律出版社 

第二届中欧人权

论坛(法国斯特拉

斯 堡 ，

2015.3.30-4.2) 

5.617 

 

 

2.156 

 

 

 

 

 

0.810 

 

 

 

0.810 

 

 

新华社

以英法

两种文

字报道 

1/1 

 

 

1/1 

 

1/1 

 

 

 

1/1 

 

 

 

1/2 

 

1/3 

1/1 

专利名称（是否授权） 
获得 

时间 

专利类型或

专利奖名称 
等级 位次/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