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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第四届法学图书馆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顺利召开

2020 年 4 月 27 日上午，浙江大学第四届图书馆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钉钉视频会议方式顺利召开。

与会的有图书馆咨询委员会的老师、总馆领导、学院领导、学生代表、图书馆工作人员共二十余人。虽然因

为疫情的原因与会人员不能坐在一处进行交流，但科技的发达让每个人都仿佛面对面一般，同样的热情洋溢、

同样的积极讨论，这依然是一次共建共享的盛会。会上对前一年的工作做出了回顾与思考，也在新的形势下

对未来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展望和规划。与会的老师和学生代表为图书馆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首次网络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会议由学院分馆图书馆领导赵骏老师主持，赵老师在会上强调了特殊时期图书馆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和抗击疫情下进行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和网络

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会议由校总馆领导

田稷老师首先发言，田老师对法学院领导和师生对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一如既往的支持及参与表达了

感谢，并就总馆在抗击疫情期间所做的工作和本年

度的重要工作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此后由校总馆蔡

文彬老师做了2019年度图书馆与法学院合作共建的

校总馆总结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2019 年配套经费使

用情况和十年间合作的成果两部分，并对关心和支持合作的双方领导表达了感谢，他提出在新一轮的合作中

双方要继续加大投入、加强合作，做到资源为王、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让资源的利用与合作更加完美。

法学分馆馆长何灵巧老师在会议上对法学院图书馆 2019 年度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汇报。汇报之前对各位

专业老师和校总馆对图书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达了感谢，强调了过去一年总馆老师对图书馆纸质向数字化转

型所做工作的重要性。何老师首先结合过去一年的文献资源建设与投入情况、流通统计与人次类型分布、各

特色服务工作等方面做了简要介绍，并展示了图书馆馆刊、假期教师阅读书目、毕业书签、毕业季爱心捐书

等一系列工作成果。何老师还向在座的各位咨询委员会老师特别推荐了爱学术（Iresearch）电子书平台和

教学云盘服务。最后提出了图书馆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经费紧张但是资源费用普遍上涨的问题；新

书编目的滞后；图书馆服务水平上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障碍；设备陈旧以及安全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对本年

度的重点工作做出了部署。

会议的最后，参会老师根据自己的学科需求

和实际体验，从不同角度对图书馆的工作发表了

看法，在肯定图书馆现有工作和服务的基础上，

对图书馆工作的完善提出了建议。郑春燕对图书

馆经费紧张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周淳老师

针对本科生入馆人次下降的原因和图书馆如何支

持学生学习方面进行了发言；何怀文、巩固、王

凌皞老师都对图书馆的数据化和电子化提出了有

价值的建议，还针对教学云盘的使用思路和图书馆的灯光问题提出了改善建议；李世阳、陆青老师认为应当

从多方面对图书馆的利用率问题进行改造；郑磊老师则提出常态化统一身份认证访问数据库的方式以及图书

馆学术服务应当进行系统整合；雷彤老师就图书借阅上限、延长开馆时间和新书上架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

议；部分老师都提出了增设打印机的建议。总馆的韩子静老师和田稷老师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些值得

图片来源：光华法学院图书馆

图片来源：光华法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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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的建议，如法学院电子教材教参合作建设试点、硬件更新的替代方式以及学术视频的信息技术提升合作

等等。此外，学生代表也从学生的角度提出了若干建议，主要涉及跨校区图书借阅上限、开馆时间、增设座

位、改善灯光、增设打印机等问题。

最后，赵骏老师作了总结发言，认为图书馆建设一方面要立意高远，另一方面也要做在实处，并对图书

馆的发展建设提出了期望。经过这次会议，我们对本年度的工作有了更好的规划、更强的信心，我们坚信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法学院图书馆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消息来源：光华法学院图书馆

浙江大学图书馆主持第二届“慧源共享”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

之“数据悦读”学术训练营

2020 年 5 月 12 日 14:00—16:00，第二届“慧源共享”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之“数据悦读”学术

训练营第四站“浙江大学站”顺利在线举行。

本次训练营由浙江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田稷和技术总监徐建刚联合主持，特别邀请了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

副教授张宏鑫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处长、研究员刘金伟担任报告嘉宾。本次训练营在上海教

育云平台、哔哩哔哩平台和造就平台进行同步在线直播，近 4000 名师生在线参加了学术训练营活动。

张宏鑫教授的报告主题为《智慧城市与大数据可视分析》，以交响乐的结构方式向大家展示了数据语意

可视分析，以《阿凡达》电影制作引出云计算与云渲染技术，从大数据的起源、移动日志数据分析、智能家

电领域探索、智慧城市中的应用等四部分进行介绍。张教授以丰富的实际案例，专业生动的技术，深入浅出

的讲解，向在线观众介绍了数据可视分析化的方方面面。

在互动环节，张教授与各平台嘉宾和师生展开交流。张教授提出数据清洗时可适当引入专家意见，切勿

单纯以数据说话，这样才可以得出更加确切和靠谱的结果。此外，对观众提出的数据可视化学习路径问题和

数据隐私的保护与界限，都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刘金伟处长的报告主题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特点及应用》，重点介绍了流动人口的未来发展

趋势、历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主题、构成、内容、数据的开放共享情况等，结合案例提出了

流动人口数据研究应用的方向和领域。

最后刘金伟研究员和主持人就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不同的抽样策略、数据处理方式进行了有益讨论。

消息来源：浙江大学图书馆

“实践技能和法学教育的接轨”研讨会在线举办

4 月 17日，威科先行联合北京市法学

会法律图书馆和法律信息研究会成功举办

了“实践技能和法学教育的接轨”研讨会。

受疫情影响，研讨会采取线上形式，最终

有近 2000 人次的观看。

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副馆长于丽英，威科集团副总裁、

威科集团的中国董事总经理王志霆致开幕辞。“当下，技术检索工具使法律工作更加便利，我们却也看到人

们对丰富信息资源的利用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如何解决人们对工具的过度依赖，激发人的思考深度和创

图片来源：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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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基础的法律检索素养、能力应该被持续关注。只有持续学习法律检索等技能、方法，加深了解专业信

息资源的特点，才能让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更高效。未来三五年，信息化和科技化还会带来更多的挑战与机遇，

所以，我们要持续关注法律领域中的基础技术、赋能技术、转型技术的发展，在愈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足

专业，不断找寻新的突破点。”

原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公司业务部律师王心雨，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黄文旭，中国人

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清华大学纠纷解决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原最高院审判监督庭

高级法官田朗亮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王心雨老师讲到了学习与工作两种不同场景下检索工具的应用差异。对比学习和工作，我们使用检索工

具的目的有所不同，学生时期更关注理论研究，实务中则更需要为行动提供指引，帮助客户更高效地决策。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法律检索都要“尽可能通过可靠的手段，获取最新且全面的信息。”

黄文旭老师谈论了如何在法学院构建并实施法律实务技能课程。当下，我国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还在不

断完善，高校搭建系统法律实务技能课程仍任重道远。从 2015 年至今，湖南师大在构建并落实法律实务技

能课程的过程中一直在努力。通过法律基础技能、诉讼与非诉技能课程的设置，采用双师同堂，配合大量练

习与模拟训练，逐步搭建起了“三位一体”的教学培养体系。

田朗亮老师介绍了法律检索的实务要点。目前，AI 浪潮冲击法律行业，可标准化的法律工作会被机器替

代，非标准的法律工作则更加依赖机器。在实务检索中，我们要沿着信息检索、法律检索和类案的脉络，准

确找到需要的法条等信息，这也是所有法律人必备的专业基本素养。他在分享中还提到，在法条检索中有三

个基本方法：体系检索法、关键词检索法和案例倒查法。

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副主任白云峰致闭幕词。

“人间四月，草长莺飞，本次分享从法学教育和法学实务入手，结合大量嘉宾的切身体验与见闻进行了深入

探讨。法律检索在知识服务中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位嘉宾从不同角度出发为我们带来了精彩报告。法

律关乎国计民生，而法律体系发展至今，必须借助专业的外在载体呈现，为专业人士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支持。

今天的研讨会是特殊时期法律人的别样聚会，感谢各位嘉宾的倾情分享，感谢威科和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

馆、法律信息研究会的组织。期待我们早日摘下口罩，迎接下一次相聚。”

消息来源：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微信公众号

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2020 年美国图书馆状况报告”

4 月 19日至 25 日国家图书馆周期间，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了“2020 年美国图书馆状况报告”，概述了

上一年度影响各类图书馆的统计数据和问题。尽管报告重点关注 2019 年，但对于图书馆在本次新冠疫情中

担任的重要角色亦有涉及。

其中，该报告就高校图书馆进行了专门论

述。统计数据表明，高校图书馆在支持学生科学

研究方面提供了极大有利条件，例如学习成绩、

毕业率及留学率等。此外，还对美国各高校图书

馆的人员、馆藏、收支运营等情况进行了调查。

高校图书馆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着学生教育，包括但不限于咨询服务、课堂会议以及教师课外合作，每年为超

过 700 万名学生提供线下线上指导。报告显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上持续增长。

消息来源：美国图书馆协会 http://www.ala.org/

图片来源：美国图书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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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国际法图书馆

——记荷兰海牙和平宫图书馆

冯洋

在荷兰海牙市区的北部，坐落着一座巍峨的宫殿建筑。宫殿呈长方形，周围是宽阔、齐整的草坪。北海

的温暖海风、吹过宫殿外围宽阔的草坪，带来一股别样清新的气息。眼前的这座建筑就是举世闻名的和平宫

(Peace Palace)。 和平宫缘起于 1899 年第一届海牙和平会议的倡议。面对西欧越来越不稳定的局势，与会

者发起和平运动，倡导在欧洲和美国建立和平组

织，希望能够有助于化解西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

在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经历重重困

难，和平宫于 1913 年建成。建成后，和平宫就成

为了国际法学者的殿堂。该建筑是三家著名国际

法机构的所在地。这三家机构分别是国际法院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常设仲

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和海

牙国际法学院(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2014 年，和平宫被授予欧洲文化遗产的称

号。这三家著名的国际法机构的正常运转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专门的图书馆作为支撑，那么就引出了本文介

绍的主要对象 – 海牙和平宫图书馆。

一、历史

在卡内基基金会、荷兰王室、诸多国际法知名学者、政治家的不懈努力下，和平宫的主体建筑在 1913

年 8 月竣工，当时工程总共的造价是 150 万美元，相当于现今的 4000 万美元。和平宫接收了来自世界各国

的赠礼，包括中国的花瓶，美国的雕像，土耳其和伊朗的地毯，挪威的木质雕饰和巴西的石柱等。中国的赠

礼是四个高达两米的镶嵌有龙形脚架的花瓶。根据图书馆的介绍，这些花瓶由当时的清廷于 1909 年烧制，

然后于次年运至荷兰。据了解，此类花瓶现只存于和平宫和北京故宫博物这两处地方。美国慈善家卡内基在

发起建设和平宫时，就考虑给图书馆留下足够的空间。卡内基希望建设的是一个“足以成为典范的国际法图

书馆”。

自 1913 年起，卡内基基金会持续负责和平宫图书馆的运营与发展。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和平宫图书

馆得到了持续的发展，馆藏资源越来越丰富，所提供的服务也日益多样化。随着国际法院和海牙国际法学院

的入驻，和平宫图书馆的功能日益明确，那就是为这三家著名的国际法机构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随着海牙

国际法之都的地位日益凸显，和平宫图书馆的使命也得以扩展，它不仅为上述国际法机构提供服务，还为广

大的国际法研究者、外交工作者、律师、乃至普通市民提供服务。由于馆藏持续增加，和平宫内部空间越来

越狭窄，2007 年图书馆整体移动至紧挨和平宫的新建筑内。

和平宫图书馆一直运转至今，并得以不断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历史最为悠久，馆藏最为丰富的国际法

图书馆。目前，和平宫图书馆共有 21 名工作人员，他们分别是一位馆长，6位负责借阅，4位负责编目，两

位负责阅览室，两位负责网络运维，两位负责咨询答疑，还有四位负责馆藏维护。

二、藏书与借阅

自 1013 年开馆以来，和平宫图书馆的馆藏不断增长。目前藏书超过 100 万本。相当部分的藏书可以通

冯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法学博士。

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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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图书馆的在线搜索引擎查找到。图书馆设置了超过 6000 个关键词，用来帮助读者查找图书。大多数的藏

书属于国际法方向，具体包括国家责任、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国际组织法、欧盟法、国际私法、

国际贸易法、国际破产法等。此外，和平宫图书馆还有特殊的藏品，包括格劳秀斯全集和和平运动的文献等。

和平宫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便是现代国际法的先驱许霍·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和伊拉斯谟(Erasmus)等

十六世纪以降思想家的著作，其中包括 1625 年出版的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这些著作不仅是追求

世界和平的哲学基础，也是现代国际法的理论渊源。近年来，图书馆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除了支持在

线搜索书籍外，图书馆还购买了海量的电子资源。读者可以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搜索超过 2000 家期刊的论文，

同时图书馆也购买了大量的电子书，提供全文阅读。在阅览室，读者也可以方便地使用 HeinOnline, Westlaw,

Cambridge, Oxford 等知名法律类数据库。

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为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

下午五点。由于图书馆所在地有数个重要的国际机构，因

此图书馆不接待临时的访客。有计划来访问的借阅者，应

提前在网上预约并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首次访问和平宫

图书馆还需要申请一张借阅卡。具有一年有效期的借阅卡

的价格是 39.5 欧元，当然游客可以办理单日卡，价格是

5.5 欧元。借阅者可以借出相关书籍，并保留 14 天。每位

借阅者可以最多借走 20 本书。对于借阅出版于 1850 年的

文献，借阅者必须先向图书馆工作人员提出申请，并在工作人员的现场，才可以进行翻阅。对于借阅普通的

书籍，如果有继续保留的必要，借阅者可以在网上续借，每次续借可以延长一周的时间，每一次借阅最多续

借 11 次。如果延期归还，将导致每本 10 欧元的罚款。

三、功能与服务

除了为和平宫的三大国际法机构提供支持外，和平宫图书馆也平等地向所有组织和个人开放。为了更好

地为读者和借阅者提供图书服务，图书馆还定期开展相关培训课程。此外，图书馆还定期邀请知名的学者、

法官和外交官举行与国际法有关的讲座。该类讲座以国际公法的议题居多，一般每年举行四场，向全社会开

放。2015 年 1 月图书馆便举行了一场关于国际水资源争议解决的讲座。主讲人是国际法院的大法官肯尼斯克

斯爵士。

图书馆的阅览室颇具特色。阅览室呈扇形，摆放着书籍、期刊和其他文献，阅览室环绕着不少书桌，桌

面是深蓝色，配有台灯。阅览室的一个独特区域是位于其北部的阳光阅读房，整个房间朝向一个花园，读者

在此处阅读，可以沐浴到透过落地玻璃照射进来的阳光。与主体部分的现代风格不同，阅览室南部还有一个

古色古香的聊天室。聊天室靠墙摆放着关于国际法的案例汇编和指引类、国际法院历史上所做的典型判例等。

在聊天室中央是三个黑色沙发，在墙上挂着若干知名人物肖像。据了解，该聊天室是图书馆建成时就已存在，

并保存至今。阅览室提供打印、无线网络等服务。图书馆的英文网站网址是 www.peacepalcelibrary.nl.

2020 年初，随着新冠病毒在荷兰的蔓延，和平宫图书馆被迫关闭。2020 年 6 月 22 日，该图书馆宣布重

新开馆。

四、结语

随着百余年的持续发展，和平宫已经成为海牙的知名景点，也是这座国际法之都的标志性建筑。而和平

宫图书馆通过长期以来对国际法学术与实务圈的卓越服务，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是构成海牙，这个世界国

际法之都的重要一环。

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提供

http://www.peacepalcelibrary.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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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于出口贸易管制法比较文献检索报告

尹苗苗

指导教师：罗伟（Wei Luo） 何灵巧

一、引言（INTRODUCTION）

（一）选题简介

1.研究对象：出口贸易管制法

出口管制是国家对出口贸易进行的干预和限制。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经贸权益，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确立本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在鼓励和促进出口的同时，对某些产品实行管制。出口贸易管制的对象包括军用

品、军民两用品（Dual-Use Items）、技术、核产品、动植物、化学品、废物、文物等。本次检索在涉及出

口管制一般规定的同时，将重点围绕军用品和军民两用品的出口管制。出口贸易管制法包括各国的国内法律

法规，也包括相应的国际法规则，本次检索将覆盖国内国际两个层面。

2.研究方法：中美比较

由于出口管制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和国防等多方面的安全利益，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本国的

出口管制体系。美国构建了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出口管制体系。中国自 1950 年颁布《对外贸易管理

暂行条例》以来，也建立了出口管制制度。然而，根据世界各国对外贸易法和多边贸易法的发展与实践，考

虑到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应当认为中国出口管制法仍然有待加强和完善，将中国和美国的出口贸

易管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国对外贸易管制制度与立场的不同，也可发现我国出口管制法的不足，借鉴他

国成功经验。

（二）读者群体

出口贸易管制法律的完善离不开专家学者、研究机构、立法机关等的共同努力。因此，本文的读者群体

主要包括对出口贸易管制法感兴趣的老师、同学们，承担出口贸易管制法研究任务的研究机构工作人员和官

员，国家商务部和负责实施出口贸易管制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出口贸易管制法的实施将影响中国企

业的进出口贸易，故本文读者群体还包括从事与中美进出口贸易相关工作的商业人员和企业单位。

二、检索前准备（PREPARATION）

为了进行全面、准确的检索，需要进行的检索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找出关键信息，选定检索关键词，拟定

检索词句，确定计划检索途径等。

（一） 5W 分析法

首先，应用 5W 分析法对于拟检索的主体进行分解剖析，确定关键信息。

WHO（出口贸易管制法所涉及的主体）：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

国防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海关部门（custom department）、出口商（the exporter）、

对外贸易商（foreign traders）。

WHAT（出口贸易管制法所涉及的行为和法律问题）： 军民两用品出口（Dual-Use Items export）、出

口许可制度（export licensing system）、管制主体（control Subject）、管制执法（control Enforcement）、

税（tax）。

WHEN（出口贸易管制法制定的时间因素）：贸易之前（before Transactions）。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2019 级海洋法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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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出口贸易管制法所涉及的地点）：中国(China) 、美国(the United States) 。

WHY（出口贸易管制的目的）：惩罚措施（punitive measure）、确保国家安全利益（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促进贸易平等（promoting trade equality）。

（二）选取关键词

其次，应根据拟检索的题目，结合 5W 分析法确定的关键信息，选出最相关的关键词，关键词应当结合

中英文常用表达确定。

根据拟检索题目确定关键词：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进出口贸易（import and export trade）、

出口贸易管制（export trade control）、货物出口管制（goods export control）、贸易禁令（trade embargo）。

从 5W 分析结果中选取关键词

出口许可（export licence）、管制清单（control list）、军民两用品出口（Dual-Use Items export）。

（三）布尔逻辑检索词句

再次，使用布尔逻辑连接词将选出的关键词排列组合，应注意单词的时态和单复数和关键词之间的逻辑

关系，确定最合适的检索词句。

中文检索词句：（1）出口管制 or 出口贸易管制；（2）出口贸易管制法；（3）军民两用品出口许可

证 or 出口管制清单。

英文检索词句：(1) export administration or regulation or control; (2) export /3 (control or

administration or law or regulation or licens!) or (“trade embargo"); (3) Dual-Use Items/3 export!

/5 (restriction or embargo).

（四）计划检索途径

最后，列出自己了解的数据库、网站、平台及其他法律检索渠道，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实施检索。

中文检索途径：中国知网（CNKI）、维普数据期刊、万方数据期刊、CNKI 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北大法

宝、北大法意、WELLS 法学平台、百度学术、鸠摩搜书、读秀、超星电子书等。

外文检索途径：Westlaw、Lexis law、Heinonline、Google scholar、 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WorldCat、World Trade Law、Aspen 电子书资源平台、ProQuest 学位

论文全文检索平台、JSTOR、Bing、尚唯学位论文文献服务系统、 Z-library 等。

三、正式检索结果（FORMAL SEARCH）

（一）中国法律资源（Chinese Legal Sources）

1. 原始或一次资源（Primary Sources）

1.1 法律（Statutes）

检索途径：北大法宝—对外贸易—标题—同义词—法律法规

简介：分别以“对外贸易”、“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管制法”、“管制清单”、“出口许可”为

关键词，以法律法规为过滤条件，在北大法宝上显示相关法律有三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16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2017 修正)》；（3）

《出口管制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

1.2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Regulations）
1

分别以“对外贸易”、“出口管制”、“进出口管理”、“管制清单”、“出口许可”等为关键词，以

1 注：检索到的部分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经历了多次修正过程，本报告仅列出现行有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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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为过滤条件，在北大法宝及海关总署网站上检索，以下展示部分检索结果：

检索途径 1：北大法宝—进出口管理—标题—同义词—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2017 修订)》 ；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4）《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

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检索途径 2：海关总署网站—“出口管制”—海关法规—标题

（1）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68 号《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2）国家原子

能机构、商务部、外交部、海关总署联合公告 2018 年第 1号（关于修订《核出口管制清单》的公告）；（3）

商务部、国家原子能机构联合公告 2017 年第 85 号（关于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清单的公告）。

1.3 法律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
1
（Legal Interpretations: legislative,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s）

检索途径：北大法宝—出口贸易—标题—同义词—法律法规

（1）商务部关于新疆南方航空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出口飞机发动机、惯性导航仪的批复（商产批

〔2006〕78号）

1.4 案例（Cases）

案例检索常用中文网站包括“北大法宝”、“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相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

收集的案例更多，下面以北大法宝网站为例展示部分检索结果。

检索途径：北大法宝—出口管理—标题+全文—同义词—司法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1）新疆丰盛投资有限公司与新疆亚鑫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该案例为经典案例）

（2）晓星香港有限公司诉中国船务代理公司防城港公司等提单侵权纠纷上诉（该案例为公报案例）

1.5 中国法律网站，如北大法宝的中英文网（Chinese legal websites, such as China-lawinfo and

Lawinfochina）

上文在检索法律法规和司法案例时主要使用了北大法宝网站，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述相关检索结果。

1.6 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Government Agencies in charge）

中国与出口贸易管制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包括国务院、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在这些机构的官方网站上

可以获得关于出口贸易管制的一次资料。

2. 二次资源（Secondary Sources）

2.1 图书：学术与实务（Books: scholarly and practicing materials）

检索途径：“鸠摩搜书”网站

（1）彭爽：《出口管制：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

2.2 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Dissertations）

硕博士论文检索可在中国知网、中国知网子数据库 CNKI 博硕士学位论文、北大法意、万方数据知识平

台等数据库进行检索。以“出口贸易管制”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硕博士论文，在下述几个平台检索结果中选取

部分如下：

检索途径 1：中国知网—出口贸易管制—主题—硕博士

（1）李晋华：《矿产品出口管制研究—国际比较与中国政策的完善》，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6 年。

检索途径 2：CNKI 博硕士学位论文—选择学科领域—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

1 行政解释的定义为，国家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时，对非由其创制的有关法律、法规如何具体应用问题所作的解释。本报告

将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具体案件或向某地区所做的批复或指示理解为行政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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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管制法—精确

（2）许晨：《美国出口管制法之下的中国条款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9 年。

检索途径 3：北大法意—出口管制—学位论文。

（3）黄名海：《出口管制制度国际比较及中国立法完善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18 年。

检索途径 4：万方数据知识平台—出口管制—学位—博士

（4）汪玮敏：《出口管制法律问题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

2.3 法学评论文章（Law review articles）

法学评论文章也可在中国知网、北大法宝、北大法意、万方数据知识平台、读秀等数据库进行检索，检

索步骤类似硕博士论文检索，限于篇幅，本报告不再一一列举检索步骤和结果。

2.4 中国法律网站，如北大法宝的中英文网（Chinese Websites, such as Chinalawinfo and

Lawinfochina）

上文在检索硕博士论文及期刊论文时已经使用了北大法宝、北大法意等网站，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述相关

检索方法与结果。

2.5 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研究机构：NGO（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clud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检索途径：国际经济法网——WTO 法律制度研究

简介：出口贸易管制是国际经济法学项下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对于出口贸易管制有一

定的研究，在其官方网站“国际经济法网”的“WTO 法律制度研究”栏目中，可以找到出口管制相关的文章。

（二） U.S. Legal Sources（美国法律资源）

1. Primary Sources（原始资源）

1.1 Statutes（法律）

简介：使用多个英文检索词句在 Lexis 与 Westlaw 上进行检索，列举部分检索结果如下：

检 索 途 径 1： Lexi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Statutes and legislation>Public

laws>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

（1）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69., 83 Stat. 841;（2）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93 Stat. 503;（3）Export Administration Amendments Act of 1981., 95 Stat. 1727;（4）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Arms Export Control Act of 1976., 90 Stat. 729;（5）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检索途径 2：Lexi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Statutes and legislation >codes>United

States codes service

（1）22 USCS § 2778;（2）50 USCS § 4817.

检索途径 3：Westlaw>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statutes&court rules

（1）50 U.S.C.A. § 1701

1.2 Regulations（行政法规）

检索途径：Lexi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Administrative Codes and Regulations>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Title 15 -- Commerce and foreign trade

（1）15 CFR § 730(EAR);（2）22 CFR 120 (ITAR);（3）15 CFR PART 774 SUPPLEMENT NO.1;（4）

15 CFR PART 744 SUPPLEMENT NO.4;（5）15 CFR PART 744 SUPPLEMENT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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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ases（判例）

1.3.1 判例检索示范一：特定类型案例检索

出口贸易管制措施之一是对于限制出口的货物征税，而征税是可诉行为，因而可以对与出口贸易相关的

税收案例进行集中检索，以便有方向性地展开研究。

检索途径：Lexis >Export /3 (control or administration or law or regulation or licens!) or ("trade

embargo") > U.S. Sup. Ct>Tax law>USCS Const. Art. I, § 8, Cl 3>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简介：在 Lexis 上，使用关键词 Export /3 (control or administration or law or regulation or licens!)

or ("trade embargo")检索，检索到相关案例有 6793 个，通过 U.S. Sup. Ct；Tax law; USCS Const. Art.

I, § 8, Cl 3;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等过滤词筛选之后，得到 12 个案例，按照 Lexis 推荐的顺序

选取其中三个案例分别如下：

(1) United States v. IBM, 517 U.S. 843;（2）Richfield Oil Corp. v. State Bd. of Equalization,

329 U.S.69;（3）Microsoft Corp. v. Commissioner, 115 T.C. 228.

1.3.2 判例检索示范二：与中国公司有关的案例检索

中美贸易战争以来，美国对华为、中兴等多家中国企业多次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最新相关报道为“美国

联邦通信委员会当地时间 2020 年 6 月 30 日正式裁定，将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

禁止电信运营商使用政府资金向这两家中企进行采购”
1
，而华为公司也曾以起诉反击。针对此类热点问题，

可以通过特定案例检索了解详情。

检索途径 1：Westlaw>Cases > Huawei VS U.S.

简介：在 Westlaw 上，使用关键词“Huawei VS U.S.”检索，检索到相关案例如下：

（1）2019 WL 2566341 (D.D.C.) (Trial Pleading);（2）2020 WL 805257.

检索途径 2：Westlaw>2020 WL 805257>Keysite

简介：在 Westlaw 上使用 Keycite 对案例（2）进行追踪，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相关案例：

（1）2020 WL 3089025 (C.A.5) (Appellate Brief)

1.4 Government Agencies in charge（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

美国负责出口管制规则制定和执法的部门较多，包括但不限于：U.S. Department of State’s

Directorate of Defense Trade Controls (DDTC)；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Department of Energy；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在上述部门的官方网站上可以获得关于美国出口

管制管理规定的相关信息。

1.5 Westlaw, Lexis

上文检索美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案例时已经使用了 Lexis、Westlaw，这里对于两个数据库的使用不

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查询一次资料时，Westlaw 上除了 statutes & court rules，cases，regulations

这些子数据库,还有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 Guidance，这些子数据库也可以查阅除法律法规、判例法

之外的其他类型原始资料。同样，Lexis 上除了 Statutes&legislation，Cases，Administrative code and

regulations 等最常用的子数据库，还有 Administrative materials，jury verdict and settlement 等子

数据库可供查阅。

1 参见新闻《又出黑手！美国将华为中兴列为“国家安全威胁”》，http://www.mnw.cn/news/cj/2295199.html，最后访问于 2020年 7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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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Other database（其他数据库）

美 国 各 政 府 部 门 发 布 的 联 合 公 报 可 以 在 Federal Register 网 站 查 询 ， 具 体 网 址 为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美国行政法规可在 https://www.gpo.gov/网站查找。
1

总统的行政命令和公告可以 Weatlaw 上的 President Documents database (PRES)或者 Lexis 上的

GENFED library/PRESDC file (the presidential documents)上查找。

HeinOnline 上也有关于美国判例法的数据库，如 Case law 数据库，可以进一步选择 U.S. Supreme Court

Library，查询美国最高法院的 Official Reports。

2. Secondary Sources（二次资源）

2.1 Books: scholarly and practicing materials（图书：学术与实务）

检索途径 1：Worldcat>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图书>非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1）Stephen D Cohen; Joel Richard Paul; Robert A Blecker: Fundamentals of U.S. foreign trade

policy: economics, politics, laws, and issues; Westview Press, 2003, Second edition.

（2）Michael R Czinkota; Scot Marciel; building reasonable commercial ties with political

adversaries, NY : Praeger, 1984.

检索途径 2：Lexi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 Second materials > treatise

（3）International Computer Law § 2.03 Export and Re-export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4）Doing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33.05 Export Law.

2.2 Dissertations（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

检索途径：Worldcat>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图书>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简介：打开 Worldcat 网站，搜索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选择过滤词“图书”“硕士论

文、博士论文”，从多个检索结果中选取两篇如下：

（1）Knopf, Peter T.,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LL. M.; University of Georgia; 1984.

（2）Scarborough, Jack William, An examination of the feder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space transportation, Ph. 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8.

2.3 Law review articles（法学评论文章）

检索途径 1：Lexi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or export control> Secondary materials>Law

Reviews and Journals

（1）Sheri A.Dillon, Douglas E.Groene, Todd Hayward,Computer Crimes, 35 Am. Crim.L.Rev.503

检索途径 2：Westlaw>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or export control>Secondary

sources >national jurisdiction>Law review & Journals

（2）Wei Luo,RESEARCH GUIDE TO EXPORT CONTROL AND WMD NON-PROLIFERATION LAW,35 Int'l J.Legal

Info.447,2007.

检索途径 3：HeinOnline >Datebases>Law Journal Library>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or

export control>states>the United States

（3）Christopher J.Donovan,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Refining United States

Export Control Machinery, 4 B.C.Int'l & Comp.L.Rev.77 (1981).

1 查询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as(CFR)的网址为

https://www.ecfr.gov/cgi-bin/retrieveECFR?gp=1&SID=9ae4a21068f2bd41d4a5aee843b63ef1&ty=HTML&h=L&n=15y2.1.3.4.28&r=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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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Westlaw, Lexis, Heinonline

上文检索美国法律和行政法规时主要使用了 Lexis、Westlaw、HeinOnline，具体使用方法和检索结果见上

文，这里对于三个数据库的使用不再赘述。

2.5 Websites（主要网站）

检索途径：网站：Z-library

简介：这是一个检索英文电子书的网站，网址：https://b-ok.as，在该网站内输入搜索词 U.S. export

control or administration or regulation 后，从检索结果中筛选与美国出口管制法相关的书目如下：

（1）Hugo Meijer: Trading with the Enemy, The Making of US Export Control Policy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NGO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clud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包

括研究机构）

检索途径：Bing>export control or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简介：可以通过在 Bing 上搜索 export control or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等关键词来检索相关

机构。

（三）International Legal Sources（国际法律资源）

1. Primary Sources（原始资源）

1.1 Statutes/Treaties（法律或条约）

检索途径：United Nations>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export

control>Full-text search

简介：联合国网站上有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收集汇总了各类国际条约、公约，可以通过该

平台检索条约或公约，通过输入“export control”进行检索可以得到如下检索结果：

（1）Convention on Prohibitions or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

Which May be Deemed to be Excessively Injurious or to Have Indsicrimiante Effects《禁止或限制

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2）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tockpiling and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

器的公约》。

（3）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2 Regulations/Organizational Rules（规则或国际组织规章）

目前有许多国际机制、非常设国际组织和相关国际规则规定国际出口管制，包括澳大利亚集团、核供应

国集团、导弹技术管制制度、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瓦森纳安排、核出口国委员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防扩

散安全倡议等，在上述组织或安排的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到其组织规章以及通过该组织达成的国际出口管制规

则与清单。具体检索途径见下：

检索途径 1：Australia Group (AG)>common control lists

检索途径 2：Nuclear Suppliers Group (NSG)>NSG Guidelines

检索途径 3：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MTCR Guidelines

检索途径 4：Wassenaar Arrangement (WA)>control lists>List of Dual-Use Goods and Technologies

and Munitions List

检索途径 5：Zangger Committee>The Trigger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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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途径 6：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

1.3 Cases（判例）

检索途径：World Trade Law>quick search>export control

简介：打开 World Trade Law 数据库，在“QUICK SEARCH”一栏输入检索词“export control”，可得

WTO 出口贸易管制相关案例如下：

（1）GATT Panel Report, Japan – Semi-Conductors, para. 117 (emphasis added).

1.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国际组织）

检索途径：WTO Website>Search: export control

简介：作为国际贸易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WTO 制定了出口贸易管制的国际规则，在 WTO 官方网

站上可以找到相关规则。

1.5 Westlaw, Lexis, and Heinonline

具体检索方式见上文，这里不再赘述。除上述检索途径外，HeinOnline 的子数据库 United Nations Law

Collection 也可以查国际法律一次文献，该数据库载有联合国主要法律出版物的准确副本，包括《联合国条

约汇编》、《联合国联盟条约汇编》、《条约和国际协定月报》、《贸易法委员会出版物》、《裁研所出版

物》、《联合国立法汇编》等。

2. Secondary Sources（二次文献）

2.1 Books: scholarly and practicing materials （图书：学术与实务）

检 索 途 径 1： 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export control or administration or

regulation>books

简介：以 export control or administration or regulation 为关键词，在 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 数据库检索到的结果中选取一本如下：

（1）Mitsuo Matsushita, Thomas Schoenbaum, Petros C. Mavroidis, Michael Hah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3rd Edition): Law, Practice, and Policy，Oxford International Law Library, 2015.

2.2 Dissertations（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

检索途径：Worldcat>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图书>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简介：打开 Worldcat 网站，搜索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选择过滤词“图书”“硕士论

文、博士论文”，从多个检索结果中选取与国际贸易管制有关的论文如下：

（ 1 ） Emadi-Coffin,Barbara,Towards a new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state,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 zones and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Ph.D.; University of Sussex; 1996.

2.3 Law review articles（法律评论文章）

检索途径：Z-library>international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articles

简介：在 Z-library 上面搜索 international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并选择 articles，

可以得到多篇法律文章，从中选择一篇如下：

（1）Viski, Andrea, International nuclear law and nuclear export controls, Int. J.Nuclear Law,

Vol.3, No.3,2011.

2.4 Westlaw/Lexis, Heinonline

上述三个网站检索国际法律二次资源的方法如下：

（1）可以在 Westlaw 上选定过滤词检索国际法律二次资源。检索途径：Westlaw> Secondary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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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diction: international.

（2）可以在 Lexis 选定过滤词检索国际法律二次资源。检索途径：Lexis> Secondary materials>

Category: Law review &materials >Jurisdiction: international.

（3）HeinOnline 上有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s 等等多个子数据库可以检索国际法律

二次资源。

2.5 Websites（主要网站）

查询国际法律二次资源的网站主要包括 Westlaw/Lexis, Heinonline, worldcat, Z-library 等，浙大

图书馆订阅的数据库中，World Trade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电子书，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 等可以作为补充。

2.6 NGO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clud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相关的非政府组织

包括研究机构）

检索途径：Bing>export control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简介：使用 Bing 国际版搜索“export control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目前没有查到关

于出口贸易管制的专门的非政府组织，但是有一些国际公益组织在对具体物品的关注中会提及贸易管制，例

如国际慈善救援组织乐施会。
1

四、检索结论（SEARCH CONCLUSION）

（一）关于检索方法

本报告在检索过程中关于检索方法形成了几点体会，总的来说可概括为三点：一，出口贸易管制是一个

较为宽泛的选题，要对此类选题进行检索可以提前了解相关知识，在检索过程中将主题细化为多项具体题目

的检索，如中美军民两用品贸易出口管制比较，武器和军用品出口管制比较，中美出口贸易管制管理部门比

较等等，这样检索范围可以进一步缩小，研究也更加具有针对性。二，相同的检索语句在不同检索渠道会得

出不完全相同的结果，在对具体问题进行检索时，为了使检索更加全面，可以变换使用多种检索方式。三，

应当重视一次资料的检索。一次资料有许多来源和途径，包括各大数据库网站和相关组织的官方网站，研究

中应当对于一次资源的检索更加重视，力求检索全面、准确。

（二）关于中美出口贸易管制法比较

对上述中美出口贸易管制法律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归纳出如下结论：1.中国出口贸易管制立法采取

针对具体物项以及具体事项单独立法的模式。中国对军用品出口管制单独立法，对军民两用品也是针对不同

物项单独立法，没有制定两用品出口管制的统一法。2.按照管制对象不同，美国现行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可

分为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和军品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两大部分。3.中国出口贸易管制立法层级较低，

大多数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缺乏专门法律。相较于中国贸易管制立法，美国出口贸易管制立法开始时间更

早，立法数量更多，更加体系化。目前中国出口管制立法存在立法分散、立法层级较低、法律规定较为简单

等问题。4.中国有出口管制物品清单，无实体清单。美国制定和颁布了专门的出口管制物品清单和实体清单，

在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上，美国发布了管制物品清单和实体清单，并不断更新使之具有时效性，主管部门职

能明确，执法权限较大，执法力度强。5.目前国际上有多个出口贸易管制多边条约，美国是大部分多边条约

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在国际出口管制规则制定上发挥主导作用。

1 在国际慈善救援组织乐施会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到该组织呼吁世界各国建立世界武器贸易条约的文章：Why
we need a global Arms Trade Treaty. https://www.oxfam.org/en/why-we-need-global-arms-trade-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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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近

代变革》

作者：王健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79760

《阿什沃斯刑法原理》

作者：[英]杰瑞米·侯德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ISBN：9787521605723

内容简介：

本书选录了六十余篇中国近代法学作品，囊括了来华

传教士卫三畏、执掌晚清中国海关四十八年的罗伯特·赫

德、京师同文馆首任总教习丁韪良、近代来华的最后一位

外国法律顾问罗斯科·庞德等著名人物对中国法律问题的

独到见解，是法学史上的一次重要史料汇编，力求深入清

末民初的大变局时代，呈现东西方法律文明之间的冲突与

交流。本书初版问世于 2001 年，得到学界一致好评，对拓

展中国近现代法的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书名中

的“西法东渐”一词也日益流行开来，与书本身一道成为

经典。此次全新增订版增补作品计 22 篇，除“治外法权”，

其他章节均有扩充。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自 1993 年起围绕法律国际化问题展开的研

究与思考的综合论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究各国和国际

法律制度在价值选择及制度重构方面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本

册书汇总了作者法文著作《法律的想象力》系列中的前两部

论述《相对性与普遍性》和《有序的多元化》，提出了世界

化面临的二元矛盾体，即统一与多元的问题：世界化是以假

定世界的单一化为目标，但实际上世界本身却以多元性为特

征。单一性既是理想也是现实，多元则同时代表了机遇与风

险。因此，有必要探索“相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进

而尝试以“有序的多元主义”的方式将二者加以协调，试图

寻找“权力重建”的可能性。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介绍英国刑法的一本极负盛名的专著，前六版

由牛津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阿什沃斯独著，第七版由阿

什沃斯教授和杰瑞米•侯德教授合著，第八版则由侯德教

授独著。该书对英国刑事制定法和判例法的理论基础进行

清晰的介绍，就英国刑法基本问题进行全景式描绘，对于

了解英国刑法乃至普通法国家刑法具有积极意义。

《渔权即海权：国际履约谈判纪

实》

作者：江卫平主编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65355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口述史，由来自上海海洋大学的十三位曾经或

当下奋战在渔业谈判一线的专家学者讲述他们自己参加国际

会议、争取渔业利益、专注渔业研究和钻研渔业规则的故事。

本书的书名取自张謇的名言“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其意

指一国渔权所覆盖之范围，直接体现了该国海权之大小。因此，

我们能够在多大范围、多少海域内捕鱼，不仅仅涉及到利益问

题，更事关我们国家的主权与尊严。本书中的各章内容都是由

相关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回忆口述之后再整理成文字稿

的，阅读这样的文字会让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并体会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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