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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姓名 刘蔡宽 学号 3120195856 性别 男 身份证号  

导师 李寿平 学院 法学院 学科 法律经济学 

申请人攻读学位类型 A√普通博士研究生；B硕博连读；C直博生  

E-mail   联系电话  

论文选题依

托课题 

 

项目来源 

 

 
 

申请

理由

及获

得成

果概

况 

 

 

博士学习阶段以来，本人在思想上积极上进，能深刻理解并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在

生活中尊师重教团结同学。在科研中，勤于向老师同学请教，刻苦奋进，已刊发学

术论文三篇，分别刊于《政法论坛》、《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湖

南社会科学》，获得一定的反响，有《人大复印资料》论点摘编和《新华文摘》报

刊文章篇目辑览收录各一篇。 

 

博士学位论文题目 
  

国际法上反措施实施机制研究 

开题报告时间 2021年 12月 6日 中期考核时间  

 



二、学习及科研情况 

1、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已发表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已出版专著。（可另加页） 

论文题目 
作者署

名排序 
发表时间 发文刊物名称 

刊物级别（顶

级、重要） 
收录情况 第几层次 JCR 分区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合作的

国际法审视与制度创新——以

PHEIC 为视角》 

第一作

者 
2020 年 11 月 《政法论坛》 重要 cssci   

《新的战争形态下国际人道法适用

研究——以比例原则为中心》 

第一作

者 
2020 年 11 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cssci   

《<民法典>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条

款之法律辨析》( 

第二作

者 
2021 年 3 月 湖南社会科学  

cssci 扩展

版 
  

        

        

        

        

        

        



2、从事的科研工作情况 

参与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如国家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

项目、国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

国防重点项目等 

本人在项目中的 

具体工作任务 

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

法律制度、趋势及中国

的对策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要国家和区域研

究专项） 
作为正式成员参与子课题三的研究工作 

   

   

   

   

 

3、获得成果与其他表彰 

已获得的专利、科技获奖、创新竞赛、荣誉称号等。 

成果或表彰名称 
成果认定或 

表彰颁布部门 
获奖时间 奖励级别 

作者署 

名排序 

北京理工大学2021年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 

教育部 2021 年 11 月 国家级 第一 

北京理工大学“华瑞世

纪奖学金” 
北京理工大学 2020 年 12 月 校级 第一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也迪奖学金”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

院 
2021 年 1 月 院级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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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计划 

（1）该研究工作的意义 

本课题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梳理和细化国内外现有反措施研究。笔者结合最新的

国际现实和国际法理论，在国际法框架下，对反措施的法律性质、主体适格性、相称性判断、实施

手段及其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进行分析，加深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深度，拓宽了反措施问题的

研究广度。二是丰富了国际责任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的研究体系。反措施研究作为国际责任法和国

际争端解决法的一个具体领域，是两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反措施中的国际法问题及其解决模

式研究，反哺了对国际责任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的学习和探索，其中提出的研究思路和解决方法也

是对国际责任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理论的丰富。三是提高了反措施问题研究的应用价值，本研究在

最后用较大篇幅分析了我国实施反措施的价值取向问题以及相关国内法律的完善，这是笔者基于中

国立场进行学术思考的落脚点，它使得我国在反措施的适用问题上，能更好的能以国际法这一“国

际语言”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和认同，从而为我国合法合理维护国际秩序和构建良性全球治理

环境创设制度保障。 

 

 

（2）主要创新点 

反措施问题广阔而复杂，是国际法中最具有争议的领域之一，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在选题上的创新，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的制度竞争格局，结合我国受国际不法

行为威胁的新形式、新趋势和新特点，深入研讨反措施作为我国自助执行国际法的一种现实路径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和实践，细致论述了我国采取采取反措施时的应坚持的原

则立场以及相关法律的完善。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对反措施的法律性质、实施主体、前提、

尺度、手段等争议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涉及反措施相关主要法律问题。三是在研究方

法上的创新。本课题以法律解释学方法为基础，定性分析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梳

理了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国家间组织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反措施领域的重要实践，在特定

问题上，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反哺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对相称性原则遵守、反措施实施主

体等基础问题做出新的符合时代特征、有参考价值的论述和观点 

 

 

 

（3）预定毕业时间 

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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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计取得的成果 

 

博士论文一篇；专题研究论文一篇 

 

 

 

（5）申请资助经费预算 

①资料费 2000 元，用于购买学术文献、文书搜集数据库或书籍； 

②印刷费 500 元，用于打印、复印学术文献等； 

③差旅费 1000 元，用于赴相关法院、检察院和社会组织拜访差旅食宿费用； 

④会议费 500 元，用于举行相关座谈会的会议费用； 

⑤专家咨询费 3000 元，用于邀请专家咨询费用； 

⑥劳务费 2000 元，用于项目人员补贴； 

⑦其他支出，预留费用 1000 元，用于机动事项。 

 

 

 

 

申请人签名： 

日期：    2022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