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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玲玲

作为案例评审交流专家，宁波大学

法学院教授郑曙光近日受邀参加宁波

法院 2024 年度审判理论与实践交流

会。会上公布了70多篇优秀案例，涉及

商事合同纠纷、股东资格失权、股权转

让、不正当竞争等经济法、商法领域。

这些鲜活真实的案例将陆续被郑曙光

带入课堂。

在学生眼中，郑曙光就是一本“活

法典”，大量法条、案件、卷宗、合同格式

等都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课堂“说

法”信手拈来；在市场监管部门看来，郑

曙光更像一台“扫描仪”，经他之手审查

的格式合同，存在的问题都会被“揪出”

并反馈修改意见。因在学界和业界都

享有声望，郑曙光被评为2024年全国

模范教师，并赴北京接受表彰。

严谨治学，吃深讲透经济法
本科时读的是经济学专业，却把

毕业论文的主题瞄向经济法，郑曙光

能成功跨系、跨学科选题，离不开母校

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前身）的帮助。当

时杭大经济系没有经济法学教师，系

里特意聘请法律系教师担任其论文指

导教师。母校教给他宽厚的立业基础

及做人的哲理，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

成长与发展。后来考研时选择法律专

业深造，他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我国最

早涉及经济法、商法领域的一批法律

人。凭着一腔热爱，他每天早上5：00

就起床学习，既没丢掉经济学老本行，

也啃下了法学这块硬骨头。“当时刚刚

改革开放，经济复苏势头正猛，急需大

量懂经济法的人才。”他说，经济学专

业背景不仅让他将经济法学得扎实，

也能把课讲得生动。

课越讲越有名气，1996年，郑曙光

调往宁大法学院任教。不料一段时间

下来，学生们的反馈竟然是“上郑老师

的课，我们很辛苦”。追问之下发现，这

是因为郑曙光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在备

课时提前吃透教材内容及其背后的法

律精神、法条支撑，上课时还会适时穿

插新近发生的真实案例。“选郑老师的

课需留神，稍有滞后就会因人数爆满选

不上。”“讲的都是课本上没有的内容，

上课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逃课更是

不敢想，缺课一次就有可能跟不上了。”

学生们纷纷表示。

教好一门课程，做教师的要有“源

头活水”。郑曙光不仅深入研究最前

沿的专业问题，努力吃到“头口水”，还

会在讲解每一个法律概念、法律行为、

制度体系时融入研究成果、实务案例

和自己的理解，把最新鲜的知识深入

浅出地传授给学生。“不能让学生做知

识的‘二传手’，要留更多的课堂时间

供学生思考。”于是，他在设计课堂提

问上下功夫，常常用几个问题就将知

识点串联起来。

“校园叮呤车（校园巴士）是谁在经

营？这种经营是民事行为还是商事行

为？需不需要进行工商登记？若发生法

律后果，学校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看似不经意的发问，背后却是郑曙光选

择案例时的深思熟虑。既要发生在学

生身边，又要能串起多个法律知识点、

解决多个法律问题，这样的案例才会被

他选入课堂。

优选的前提是数

量足够多。郑曙光积

累了大量实务案例，不

仅因为他兼职的多个

社会身份让他得以深

入经济法、民商法一

线，还因为他持之以恒

地每天早起做学问，时

刻关注并深入研究行

业最前沿的问题。他

从大学时就养成的早

起习惯，使得每天起床

后至上班前这两个多

小时成为一段不被打

扰的、高效的学习时

光。他会将前一天看

到的好文章、新案例、

行业新资讯等编进教

案，也会伏案撰写教学

案例和学术论著，产出

了很多学术成果。经

他之手，一个个案例被

设计成“一案说到底”

的案例教学方案。近5

年来，他编写的教学案

例年年获得省级研究

生优秀教学案例认定。

深耕实务，探索“大实践观”教学
“一位学人，凭借娴熟的专业水准与

公正的专业立场，勇于向不公平的格式

条款开刀，赢得合同监管部门的信任，也

获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2019年，郑曙

光被评选为“全国十佳消费维权人物”。

正如颁奖词里所写的那样，他连续15年

协助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格式合同审

查，经手提出修改意见逾1万条。

消费预付卡充值后商家跑路，消费

者的权益怎么保护？提货券上写“逾期

作废”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房屋买卖

纠纷中支付违约金后，还能没收定金

吗？……这些问题被搬上课堂，任由学

生各抒己见、论辩争锋。最后，郑曙光会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和法院裁

判类案，对学生们的观点给出分析性意

见。当经典案例多到课堂上容纳不了

时，他也会做成文本供学生课外自学。

坚信“法律是拿来用的”，经济法、

商法都是实务性很强的学科。郑曙光

积极探索“大实践观”教学，将自身作为

连接学界与业界、学科与行业、学业与

就业的桥梁。他分批带领不同学生参

与合同审查、将他代理过的案件经脱密

处理后交由学生复盘办理。“学生们会

就此在课堂上‘情景再现’，一方主张、

一方抗辩，还有学生充当第三方作评

判，情法理交融，好不热闹。”郑曙光说。

“非诉讼法律行为演练”作为实践

性课程，在宁大法学专业已开设20年。

早在20年前，郑曙光就敏锐地意识到，

学生学的课程基本上是从实体法到程

序法，着重于怎么打官司，怎么在法庭

中解决纠纷。然而，有相当比例的学生

毕业后并没有进入公检法部门，而是进

入了法律事务部门或公司法务部门。

“纯粹讲授诉讼是不够的。”于是，他在

国内首创“非诉讼法律行为演练教学

法”，教授学生如何通过非诉讼的方式

解决法律争端问题，以及如何承接商

法、经济法领域的非诉项目。

法律谈判、公司并购项目洽谈、合

同纠纷处理等一系列法务“小品”不时

在非诉讼法律行为演练教室里上演。

学生们通过不同角色的模拟演练，将不

同的法律知识点串联起来，更有助于对

法律知识的理解把握和融会贯通。“郑

老师，您的课帮我打通了知识理解与运

用的‘任督二脉’，我将以参加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多考几分来报答您。”学生的

一席话是对他教学方法创新的肯定。

在他看来，多考几分是学生对知识转化

为技能的自信。“前几年，社会人士参加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率仅有20%

左右，但我们的学生通过率在70%上

下。”他自豪地说。

走心育人，言传身教当好领路人
临近年底，储江南又开始策划同门

聚会。“我们同门的师兄弟姐妹每年都

会跟郑老师聚会，向郑老师汇报这一年

的工作情况。”尽管已经毕业10多年了，

但他和郑曙光之间仍保持着密切联

系。如今在宁波银行从事法务工作的

储江南坦言，从选择专业方向到最终进

入银行业工作，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

了郑曙光的影响。

储江南告诉记者，宁波是一个外贸

型港口城市，对经济法、民商法本就有强

烈的现实需求，再加上郑曙光平时会带

着他们一起做课题、干实务，他早早地就

接触到了这个行业最真实的工作场景。

当时他参与审查的合同就是银行业的，

这不仅让他更了解银行业合同规范，对

他后来入职银行法务部也有很大帮助。

在郑曙光的言传身教下，储江南平

时也格外勤勉，保持着每天早起看书学

习的热情，抽控也会写一些法律实务论

文。“作为法律人，一天都不能停止学

习，机会总是留给努力奋进的人。”他常

常回忆起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并奉为圭

臬。越钻研越容易遇到难题，每当有拿

不准的问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向郑曙

光请教。

在郑曙光看来，讲课并不难，难的

是用心从教。为此，他始终把学生装在

心里，充分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学生品

德和创新能力的养成。“郑老师上课很

生动，一点也不枯燥。”“郑老师会因材

施教，不用担心学不好。”“郑老师在经

济法、商法领域造诣很深，但他本人一

点架子也没有。”……一届届学生口口

相传，郑曙光也连续10多年被宁大法学

院学生评为“最喜爱的老师”。

研一学生周柠檬本科时有幸选中

过郑曙光的经济法学课。“果然像学姐

推介的那样，郑老师上课会将理论和实

务相结合，就像听故事一样。”她说，是

郑曙光的课激发了她对商法的兴趣，继

而走上了民商法研究之路。大四时得

知成功保研本校，她早早地就找到郑曙

光并表达了想要跟着他学习的愿望。

与本科教学阶段倡导以功能块链

为特色的实践教育教学体系不同，针对

研究生教学，郑曙光创设了“理（法理）—

律（法律）—例（案例）融汇教学法”，组

建“法科导师工作室”创新团队，着力提

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研一的课程在

本科学习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更多元、更

深入的思维拓展。”周柠檬牢记着郑曙

光的叮嘱，遇事多想一层、多质疑一点，

努力多收获一分。

□严毛新 张红茜

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

主体，在校研究生群体是学

术研究的参与者，也是未来

社会其他各领域发展的推

动者。青年是国家和民族

的希望，创新是社会进步的

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

径。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

和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有

生力量。研究生创业教育

作为连接学术研究与市场

应用的重要桥梁，在促进科

技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发

展方面具有独特功能。

研究生创业教育能够

使市场主体与高校、科研机

构之间通过紧密合作促进

知识、技术和资本实现高效

对接，加速产学研用一体化

进程，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目前，优化研究

生创业教育面临着以下两

个问题。

一是缺乏一个能够更

高效整合信息、资源并促进

决策共享的协同机制。具

体来说，由于原本分属不同

体系，在信息共享方面，高

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间的信

息传递有所阻滞是正常的，

但这种阻滞对科研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容

易造成影响；在资源分配方

面，很多时候，尽管各方都

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缺

乏有效的调配平台，资源利

用效率会打折扣；在决策层

面上，各方利益诉求不同，

加之沟通机制不健全，容易

影 响 合 作 项 目 的 推 进 速

度。现有的协调方式主要

依靠校友网络和地方政府

的支持及师生自己的零散

资源对接，但这些途径尚不

能完全满足现实需求。比

如，尽管校友网络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信息交流，但由于缺乏系统

性的支持框架，其作用十分有限，在推动高

校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对接方面力不从

心；地方政府的支持虽然能在短期内提供

一定的资源调配便利，但长期来看，这种支

持缺乏连续性和可预见性，不能有效解决

深层次的协同问题。

二是高校研究性学习模式与企业实践

性学习模式之间的互嵌机制尚显不足。这

不仅阻碍了理论知识向实践经验的高效转

化，还限制了研究生创业教育的社会适应

性和实际效用。具体来说，一方面，高校的

研究性学习主要聚焦于学术研究与理论知

识的积累，以获得学术同行认可为主要目

标。因此，研究生更愿花费大量时间在学

术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上，易忽视对研究成

果转化和商业化的关注。另一方面，企业

的实践性学习则更注重于技术难题的破解

与职业能力的提升，易忽视对研发的投

入。如果两者能够更好互嵌，通过实习、实

训、项目合作等方式，企业为研究生提供更

好了解行业现状、掌握最新技术动态、体验

真实工作环境的平台，研究生团队在校期

间就能获得系统化的实践指导。

为了更好地应对当前研究生创业教育

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资源分散及决策协

调难等多重挑战，亟须强化协同育人理念，

健全产学研信息、资源联动机制，多管齐下

完善机制。首先，健全信息沟通与决策机

制。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云平台、

大数据分析等，构建一个开放的信息沟通

平台。该平台不仅要提供技术需求发布、

科研成果展示、合作项目对接等服务，还要

有支持在线研讨、技术交流等功能，促进信

息的高效流通，促使多方参与决策过程，以

实现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即时通讯

与资源共享。其次，建立专题小组与研讨

机制。应根据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创业方向

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定期举办线上线下

的专题研讨会、技术交流会与合作研讨会

等活动，邀请来自高校、企业和政府的代表

共同参与讨论。不仅要促进各方之间的信

息互通与共享，更要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

务，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减少

合作阻力。最后，推行产学研一体化合作

模式。应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建研发中心或

者孵化器，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确保各参与

方在资源共享的同时也能保护各自的知识

产权。同时，可以为研究生提供实地参与

项目的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

（作者分别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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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沈晓洲

走进浙江理工大学桐乡研究院，产

品开发部部长徐亚兰刚刚与一家工贸公

司谈完供货事宜。随着近段时间研究院

上架“科研秋衣”的消息火速出圈，研究

院出品的秋衣秋裤已经量产，不少客户

慕名前来订购。

细瞧这款秋衣秋裤，与普通内衣差

别不大，摸起来是舒服的纯棉质感。“相

比普通材质，这款‘科研秋衣’面料既轻

又薄还保暖。冬天天气较为干燥，‘科研

秋衣’具备良好的抗静电性能，并且吸湿

排汗，能有效抑制微生物繁殖，起到促进

人体微循环的作用。对老人、小孩、‘体

寒’人群来说，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研

究院凌荣根教授表示，在常温下，这款秋

衣面料具有吸收和发射远红外线的功

能，远红外线发射率超过90%，远高于

羊毛材质。这也意味着，对比市面上大

家所熟知的羊毛、石墨烯、德绒纤维，这

款秋衣升温速度要更快一些。

自发热功能在市场上并不鲜见，可

不起静电是怎么做到的呢？毕竟，秋裤

起静电，无论是吸住外裤的尴尬，还是脱

秋裤时噼里啪啦的刺痛，可以说是很多

人冬天“最痛”的记忆。

“秘诀就在于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功

能性纤维。”凌荣根介绍，市面上的抗静

电面料一般采用涂层方式，材质蓬松度

较差，经过日常穿着、洗涤，抗静电性能

会慢慢失效，“但我们研发的这款功能性

纤维是通过分子链设计和原位聚合成聚

酯，再经纺丝织入衣服内，多次水洗仍能

保持抗静电性能”。这一特性，也让这款

面料不仅适用于服饰、家纺，还可以应用

于医疗保健、公共卫生防护等方面。

过去30多年来，浙理工纺织材料领

域研究团队积极投身纤维材料的创新研

究。这次“黑科技”背后，就凝结了一代

代浙理工科研人的心血。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教授孙福、万军民加入团队分

别已达20年、10年。这几年，在凌荣根

的带领下，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方法，通

过多单体原位聚合，改变纤维中的分子

链结构，从而改变纤维的性质，这款功能

性面料也由此应运而生。

“目前我们也在积极和一些企业对

接。”徐亚兰说，桐乡研究院在纤维研发

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市场营销要

交给专业团队，希望通过多方合作，弥补

上下游难打通等产业链供给方面的薄弱

环节，帮助创新技术实现商业化，真正让

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未来，浙理工科

研团队还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把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产

品，更好地服务人民生活、产业发展。

课连实务 法通人心
——记2024年全国模范教师、宁波大学教授郑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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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静电不起球 既轻又薄还保暖
浙理工“科研秋衣”量产记

图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曙光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