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2021年“极地问题研究”夏令营成功举办 

 

2021年 7月 5日-2021年 7月 6日，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2021年“极地问题研究”夏

令营（线上）成功举办。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极地问题研究”夏令营旨在增进极地研究领

域的全国优秀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吸引和挖掘优质生源，推动我院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

2021年中国海洋大学“极地问题研究”夏令营吸引了来自全国著名高校的众多优秀学生报

名，经过严格遴选，共计 24名营员参营。 

 

7 月 5日上午，夏令营开营典礼正式拉开帷幕。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董跃教授主

持开幕式，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海洋大学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刘惠荣教授、 极

地研究中心骨干教师曹亚伟、陈奕彤、王金鹏、于敏娜等出席。 

 

首先，董跃教授对参加 “极地问题研究”夏令营的各位营员表示了欢迎，随后，他同

营员们一起观看了学校宣传片《蓝色华章》，并向营员们介绍了法学院的发展历史及极地研

究团队现状。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极地研究团队是国内较早涉足极地研究的国际法团队，团

队交叉学科特色显著、汇聚了众多优秀教师、目前已经培养了诸多涉外法律优秀人才，学术

研究成果卓著，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特色研究团队。随后，中国海洋大学法

学院党委书记、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刘惠荣教授代表学院致开幕式欢迎辞，刘惠荣教授指出：

“极地问题研究”夏令营是一个具有前沿性、开放性、包容性、富有特色的专题夏令营，希

望营员们能够以法学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新兴前沿的研究领域相结合，拓展自己未来的学

业视野。 

 

 
 

法学院副院长董跃教授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典礼结束后举办了“极地问题研究”系列专题讲座。刘惠荣教授的讲座题目为“全

球海洋治理与海洋战略新疆域”。刘惠荣教授指出：地球上绝大部分地方被海洋覆盖，海洋

治理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全球海洋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

与挑战，特别是在深海和极地等战略新疆域，深海和极地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重要

使命。 

 



 

 

法学院党委书记刘惠荣教授讲座 

 

第二场讲座的讲授专家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骨干教师曹亚伟老师。他向营员们进行了

“南极旅游‘是’与‘非’”的报告，他从南极地区的地理情况和主权声索纷争入手，向营

员们介绍了南极旅游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开展南极旅游面临的法律问题，并给营员们展

示了自己拍摄的南极风光、科考活动的图片，激发了营员们对极地领域研究的浓厚兴趣。 

 

 
曹亚伟老师线上讲座 

 

 

开幕式“云合影” 

 

7 月 5日下午-7月 6日，营员们分组参加了综合考核，此次夏令营综合考核采取网络远

程面试的方式进行，主要考察营员的专业素质和外语水平。营员们通过对有关国际法问题的



理解与分析，充分展现了涉外法律工作人才必备的专业素养和外语交流能力，同时也为学院

选拔优秀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极地研究中心”骨干教师合影 

 

7 月 7日上午，综合考核结束后举行了夏令营闭幕式，法学院副院长董跃教授、团队青

年教师代表等出席了闭营仪式。汕头大学王禹涵同学代表参营营员发表感言。王禹涵同学表

示：参加此次“极地问题研究”夏令营收获颇丰，她不仅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

也加深了对海大法学院和国际法学科的认识。通过此次夏令营，她认识到极地研究是国际法

研究的一块富矿，需要后浪们共同努力，并希望与线上的营员明年相聚美丽的海大。董跃教

授总结了本次夏令营活动，点评了参营营员们的整体表现，并叮嘱营员们在未来的学习道路

上砥砺前行。他代表学院再次向营员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希望营员们通过选拔加入中国海洋

大学法学院“极地研究中心”团队。最后，本次“极地问题研究”夏令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

中圆满结束。 

 

 

 

闭幕式“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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