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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培训经历

中南民族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9-1990.6）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2000.9-2002.6）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2002.9-2005.6）

美国天普大学法学硕士LLM（2007.7-2008.10）

2004-2021年曾经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哈佛大学、大自然保护协会、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德国马普知识产权法研

究所、清华大学和台湾世新大学等地进行访学和合作研究。 

执业经历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代表案例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教授，从事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近三十年。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全球环境基金（GEF）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专家，担任政府部门、金融机构、

企事业单位等首席专家和法律顾问，为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和企业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担任德和衡中国音乐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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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项目首席专家、德和衡研究院绿色低碳分院首席专家，在民商事案件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等方面具有丰富的

法律实践经验。       

荣誉

2023年获得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

2019年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市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省部级奖项）；

2016年获北京林业大学优秀教师；

2012年获北京林业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3年北京林业大学优秀班主任；

 2013年和2015年，获得北京林业大学就业工作突出贡献奖；

2014、2015和2016年，连续三年获得北京市海淀区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2014-2019年，连续六年获得北京市海淀区法律援助先进集体。 

著作

专著

1.《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2.《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3.《林权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15年；

4.《国有林场权益保障法律指南》，中国林业出版社，2023年。 

论文

【英文SSCI论文，牛津大学出版社】

1.The Model Jurisprudence of Tribal Land Righ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March 2015；OXFOORD University

Press

2. Treaties on Transit of Energy via Pipe lines and Countermeasur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December 2016,

OXFOORD University Press

3. Sovereignty and the Sea: How Indonesia Became an Archipelagic Stat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December

2018, OXFO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学术论文】

1.《域外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置与运行》，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4期；

2.《遗传资源专利保护机制探析》，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原则探析》，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3期；

4.《药品专利与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问题》，载《专利法研究》，2005年1月出版；

5.《背景音乐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8月；

6.《论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的制定》，载《法律适用》，2004年5月；

7.《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问题案例评析》，载《知识产权》，2003年5月；

8.《试论我国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载《东方企业文化》，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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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专利权的合理使用》，载《专利法研究》，2006年4月；

10.《药品专利的Bolar例外》，载《知识产权研究与实践》，2006年；

11.《知识产权与外国技术投资》，载《高科技知识产权保护》，2004年6月

12.《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立法存在问题与对策》，载《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会议论文集》，2012年3月；

13.《重构自然保护地新体系》，载《小康》宏观栏目（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2018年6月；

14.《中国自然保护地役权实践》，载《小康》宏观栏目（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2018年9月；

15.《我国森林生态补偿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6.《雾里看花—透过大气污染事件看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载《清华法治论衡》，2014年第22辑；

17.《我国环保法庭的困境与反思》，载《环境保护》，2014第6期；

18.《论环境保护优先原则》，载《清华法治论衡》，2015年第24辑；

19.《森林经营法律问题研究》，载《面向生态文明的林业法治》，2013年8月；

20.《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困境与对策研究》，载《面向生态文明的林业法治》，2013年8月；

21.《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法律问题研究》，载《面向生态文明的林业法治》，2013年8月；

22.《林地征占相关问题探讨》，载《面向生态文明的林业法治》，2013年8月；

23.《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关法律问题研究》，载《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4.《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载《中国环境法治》，2011年5月；

25.《关于审判管理改革的思考》，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6期；

26.《法律如何应对性骚扰》，载《人民司法》，2004年6月；

27.《由一起特殊侵权案引发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01年11月；

28.《实践性教学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载《中国林业教育》，2008年3月，（教学改革论文）；

29.《法律诊所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载《中国林业教育》，2007年9月（教学改革论文）；

30.《诊所式法学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载《北京林业大学教学改革与创新系列成果汇编》，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0年12月；

31.《法律诊所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北京林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14年11月

。 

社会职务

中国林场协会副会长

中国林场协会林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主任

国有林场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

《国有林场》辑刊主编，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中国法学会立法研究会理事

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理事

北京法学会环境资源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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