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表说明 

 

一、工作单位和推荐单位应对推荐候选人所填表格进行审

核，确保表格内容的真实性，并加盖公章。 

二、初评推荐单位需填写初评委员会投票情况、推荐意见

（每人 500字以内）。 

三、请用计算机填写，可根据实际需要分栏，但请勿随意

变动格式及字体字号。 

四、括号部分正式打印时，请删除。 

五、不是中国法学会会员的，请通过四川省法学会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网址：http://202.61.89.95）进行在线注册。 

六、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之前，将本表电

子版发至指定邮箱。纸质版以 A4 纸打印一式九份，连同推荐

评选情况报告、推荐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推荐候选人代表性

学术专著 1—2 部（独著）、学术论文 3—5 篇（独著或第一作

者）、重要荣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寄至指定地址。 

邮寄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商业后街 3 号 2007 室 

邮政编码：610031 

电子信箱：scfxhxsb@163.com 

联系人：赵恒伟  028-86601772（兼传真）， 

鄢秀芳  028-8660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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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周洪波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70.10 民族 汉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博士研究生 

技术职称 教授 行政职务 法学院院长

身份证号 

会员证号������������������������������

工作单位 西南民族大学 

通讯地址 

电话传真              邮编 610041

电子邮箱                                              手机 

个 

人 

简 

历 

1988.09-1992.07,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本科； 

1998.09-2001.07，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 

2001.09-2008.06，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 

2010.04-2012.07，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2001.08-2010.04，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2016.11-2017.10，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助理（挂职）； 

2012.08 -2020.09，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2020.09 至今，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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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学术成果 
 

学术专著 

序

号 
专著名称 出版社名称 

出版

时间 

署名

方式 
字数 
（万字） 

被引

用数 

1 刑事证明中的事实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独著   
 

学术论文 

序

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

时间 

署名

方式 
字数 
（万字） 

被引

用数 

1 诉讼证据种类的区分逻辑 中国法学 2010 独著 2.3 19 

2 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 法学研究 2015 独著 2.6 28 

3 强国的现代政法逻辑与中国问题 法学研究 2011 独著 0.6 0 

4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 法学研究 2011 独著 2.5 32 

5 
迈向“合理”的刑事证明 新《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法律解
释要义 

中外法学 2014 独著 3.5 19 

6 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之争中的四大误区 清华法学 2008 独著 3.5 24 

7 从合法到非法:刑讯逼供的语境分析 法学家 2002 第二 1.9 121 

8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证明方法与程序 法学家 2010 独著 3.5 16 

9 修正的事实说:诉讼视野中的证据概念新解 法律科学 2010 独著 2.9 24 

10 
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据相关性——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比较
分析 

法律科学 2006 独著 2.3 23 

11 沉默权问题:超越两种理路之新说 法律科学 2003 独著 1.9 53 

12 刑事庭审实质化视野中的印证证明 当代法学 2018 独著 2.3 0 

13 证明标准与刑事政策 比较法研究 2006 第二 2.6 39 

14 树状模式与丛林模式:诉讼证明观念图式的理论与实证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1 独著 1 0 

15 刑事庭审实质化视野中的公诉证据标准 江海学刊 2017 第一 1.2 0 

16 
客观证明与情理推断——诉讼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明方法比
较 

江海学刊 2006 独著 1 21 

17 刑事定罪证明标准类型的哲学辨析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6 独著 1 1 

18 
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技术性构建——基于现代证明

科学进路的探索 
证据科学 2017 第一 3 2 

19 “以事实为根据”——刑事诉讼的定罪基本原则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独著 2.3 5 

20 论公开审判 社会科学研究 1999 第二 1 28 

21 
改良版威格摩尔图示法:一种有效的证据认知分析进路——兼
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第 656 号 

证据科学 2015 第一 3 5 

22 

“昆明陈辉故意杀人案”之无罪判决说得过去吗?——基于改良

版威格摩尔图示法和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证据分析
与评价 

中国案例法评论 2017 第一 2.6 0 

23 
模糊的刑事证明逻辑——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证据规则评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第一 2 5 

24 
证据学大革命”的歧路——关于裴苍龄教授之实质证据观理论

的批评性审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第一 2 1 

25 刑事审判证明制度视野中的公诉法律原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独著 1 2 

26 无证搜查:立法与实践的背离及其完善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第一 1.2 19 

27 刑事证明中的“客观真实”:一种有限度的哲学申辩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独著 3 3 

28 刑事证明标准基本问题简论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第二 1 4 

29 
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纲(下)——以明清为契入
点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第二 1.5 12 

30 
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纲(上)——以明清为契入

点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第二 1.5 16 

31 职权主义的限度: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模式认识论反思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独著 1 3 

32 传统社会中的刑事司法:一种语境化的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第一 1 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GFX201006014&dbcode=CJFQ&dbname=CJFD2010&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AWS201506009&dbcode=CJFQ&dbname=CJFD2015&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AWS201105018&dbcode=CJFQ&dbname=CJFD2011&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LAWS201103011&dbcode=CJFQ&dbname=CJFD2011&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WFXZ201402009&dbcode=CJFQ&dbname=CJFD2014&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WFXZ201402009&dbcode=CJFQ&dbname=CJFD2014&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QHFX200805011&dbcode=CJFQ&dbname=CJFD2008&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FXZZ200210009&dbcode=cjfd&dbname=cjfd2002&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FXJA201005002&dbcode=CJFQ&dbname=CJFD2010&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OUB201002012&dbcode=CJFQ&dbname=CJFD2010&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OUB200602011&dbcode=CJFQ&dbname=cjfd2006&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OUB200602011&dbcode=CJFQ&dbname=cjfd2006&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OUB200305009&dbcode=CJFQ&dbname=CJFD2003&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DFX201804004&dbcode=CJFQ&dbname=CJFDTEMP&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BJFY200602005&dbcode=CJFQ&dbname=cjfd2006&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GXF201101012&dbcode=CJFQ&dbname=CJFD2011&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JHXK201706019&dbcode=CJFQ&dbname=CJFD2017&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JHXK200602024&dbcode=CJFQ&dbname=cjfd2006&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JHXK200602024&dbcode=CJFQ&dbname=cjfd2006&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JGX201605010&dbcode=CJFQ&dbname=CJFD2016&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FLYZ201702001&dbcode=CJFQ&dbname=CJFD2017&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FLYZ201702001&dbcode=CJFQ&dbname=CJFD2017&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SCDZ200805018&dbcode=CJFQ&dbname=CJFD2008&v=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3&CurRec=3&recid=&FileName=SHYJ903.007&DbName=CJFD9899&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SHYJ&UnitCode=&NaviLink=%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a0%94%e7%a9%b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FLYZ201505008&dbcode=CJFQ&dbname=CJFD2015&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FLYZ201505008&dbcode=CJFQ&dbname=CJFD2015&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1501014&dbcode=CJFQ&dbname=CJFD2015&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1501014&dbcode=CJFQ&dbname=CJFD2015&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812047&dbcode=CJFQ&dbname=CJFD2008&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808043&dbcode=CJFQ&dbname=CJFD2008&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801046&dbcode=CJFQ&dbname=CJFD2008&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701045&dbcode=CJFQ&dbname=cjfd2007&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401024&dbcode=CJFQ&dbname=CJFD2004&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401024&dbcode=CJFQ&dbname=CJFD2004&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306040&dbcode=CJFQ&dbname=CJFD2003&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306040&dbcode=CJFQ&dbname=CJFD2003&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2S4032&dbcode=cjfd&dbname=cjfd2002&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NZS200204029&dbcode=CJFQ&dbname=cjfd200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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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智库成果 
（含智库成果获得领导批示、被有关部门使用采纳的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及来源 

项目经费

（万元） 
起止时间 

申报人在项

目中的职位

和任务 

完成

情况 

1 
刑事错案治理视野

中的印证规则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20 2018.05-2022.12 主持 进行 

2 
刑事证明中的事实

研究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15 2012.12-2013.06 主持 完成 

3 
2013年度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 
教育部 20 2013.09-2016.12 主持 进行 

4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效果研

究 

四川省社

科规划项

目 

1.5 2016.05-2017.05 主持 完成 

5 
四川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防控研究 

四川省教

育厅研究

基地项目 

0.6 2017.04-2015.04 主持 进行 

6 

基层法院司法能力

问题研究——以刑

事司法为视角 

省教育厅

社科项目 
1 2013.04-2015.06 主持 进行 

7 刑事证据规则研究 

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

项基金项

目 

5 2017.01-2017.12 主持 进行 

8 

新刑事证据规则在

少数民族地区的实

施问题研究 

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

项基金项

目 

3 2014.03-2016.07 主持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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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教育、法治宣传、法治实践方面的贡献 
法学教育：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讲授课程名称及 

其它教学任务 

学生 

人数 

周学

时数 

总学 

时数 
备注 

2012 年 9 月 2012 年 12 月 刑事诉讼法学 47 4 68 本科 

2013 年 3 月 2013 年 7 月 刑事诉讼法学 48 4 68 本科 

2013 年 9 月 2013 年 12 月 刑事诉讼法学 48 4 68 本科 

2014 年 3 月 2014 年 7 月 刑事诉讼法学 22 4 68 本科 

2014 年 9 月 2014 年 12 月 刑事诉讼法学 45 4 68 本科 

2015 年 3 月 2015 年 7 月 刑事诉讼法学 54 4 68 本科 

2015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 刑事诉讼法学 35 4 68 本科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12 月 刑事诉讼法学 34 4 68 本科 

2017 年 9 月 2017 年 12 月 刑事诉讼法学 38 4 68 本科 

2012 年 9 月 2012 年 12 月 证据法学 34 2 34 本科 

2013 年 3 月 2013 年 7 月 证据法学 58 2 34 本科 

2013 年 9 月 2013 年 12 月 证据法学 68 2 34 本科 

2015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 证据法学 90 2 34 本科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12 月 证据法学 58 2 34 本科 

2017 年 3 月 2017 年 7 月 证据法学 18 2 34 本科 

2015 年 3 月 2015 年 7 月 民事诉讼法学 5 6 102 研究生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7 月 民事诉讼法学 8 6 102 研究生 

2017 年 3 月 2017 年 7 月 民事诉讼法学 7 4 68 研究生 

2018 年 3 月 2018 年 7 月 民事诉讼法学 8 2 34 研究生 

2018 年 3 月 2018 年 7 月 民事诉讼法 25 2 32 研究生 

2015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 证据法学 5 2 34 研究生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12 月 证据法学 8 2 34 研究生 

2017 年 9 月 2017 年 12 月 证据法学 7 2 34 研究生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12 月 法学名著导读 28 2 34 研究生 

2017 年 9 月 2017 年 12 月 法学名著导读 38 3 51 研究生 

2015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 专业文献综述 10 2 34 研究生 

2013 年 9 月 2013 年 12 月 外国民事诉讼法 3 2 34 研究生 

2014 年 9 月 2014 年 12 月 外国民事诉讼法 5 2 34 研究生 

2015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 外国民事诉讼法 2 2 34 研究生 

合计  856 87 1479  

指导研究生

情况 

于 2012 年 1 月被遴选为硕士研究生导师，迄今共指导研究生

38 人，已毕业 18 人，在读 8 人。其中 2012 级 4 人，2013 级 6 人，

2014 级 6 人，2015 级 3 人，2016 级 3 人，2017 级 4 人，2018 级 4

人，2019 级 4 人，2020 年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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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教育、法治宣传、法治实践方面的贡献 
 

1.法学教育方面的贡献 

本人长期从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和法学教育工作，主

要在证据法学方面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提出了以证明标准为中心的证据法学体系，

在证明标准的哲学分析、证明方法模式类型比较、证据概念、证据分类、证明责任等

方面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

外法学》、《法学家》、《清华法学》等学术期刊上，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以此学科体系展开了多年的《证据法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以及在全国许多高校

的讲座、学术会议、实务培训等活动中进行了宣讲，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自 2013 年起任法学院副院长一职，分管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科研管理和研究生管

理工作。举办的一些学术会议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 2014年主办了“刑事侦讯的国

际发展与中国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主办了“家事审判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及“司法改革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全国学术研讨会等，获得了广泛好评。自 2020

年 9 月始，担任法学院院长一职。 

在担任四川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期间，在开展研究会的

活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推推动四川省的法学教育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法治宣传方面的贡献 

本人还担任四川省民族地区法制建设与法律知识普及基地负责人，在四川民族地

区的法治宣传做了许多工作，对推进四川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另外，还受邀给实务部门做了许多讲座，对法治宣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法治实践方面的贡献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期间，挂职担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助理，协

管刑事庭和行政庭工作。在挂职期间，参与了案件的讨论、课题研究以及法院推进的

多项重要改革工作，尤其是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诉讼治理

改革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工作能力得到了法院领导和同仁的普遍好评。 

从 2018 年开始，兼职担任成都市仲裁委的仲裁员，审理了 20 余件案件，对社会

纠纷的解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从 2020 年 9 月开始，担任四川天府商事调解中心执行主任，致力于推动商事纠纷

的社会解决，努力促进社会和谐。 

 



 — 6 — 

 

获得奖项和表彰 
（请注明获得时间及等级） 

 

1、荣誉称号 

（1）2013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2）2014 年入选“第十一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2、获奖情况： 

（1）2012 年 12 月，论文《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二等奖； 

（2）2017 年 3 月，论文《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获得“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2017 年 12 月，著作《刑事证明中的事实研究》，获得“第十二届四川省教

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 

（4）2018 年 11 月，著作《刑事证明中的事实研究》，获得“四川省第十八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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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职务及其他重要社会兼职 
 

法学博士，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四川省学科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四川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四川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成都市法学会副会长；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改革咨询专家，四川天府商事调解中

心执行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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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评 

委 

员 

会 

意 

见 

评委人数 投票结果 

 同意人数  反对人数  弃权人数  

 

 

 

 
 

 

签字： 

 

年   月   日 

终 

评 

委 

员 

会 

意 

见 

评委人数 投票结果 

 同意人数  反对人数  弃权人数  

 

 

 

 

 

 
签字：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四川省法学会章 

 

年   月   日 

 

四川省法学会办公室     2020年 9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