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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海民族大学简介

青海民族大学创建于 1949 年 12 月 12 日，是新中国第一所民族

院校，是青藏高原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1956 年 9 月经国务院正式

定名为青海民族学院。学校于 1979 年招收藏语言文学、民族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1981 年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

是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也是青海省最早

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单位。2009 年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2011

年，青海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民委签订协议共建青海民族大学。2018

年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和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建校以来，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民族地区发展，与祖国共奋进、与

时代共发展、与青海共命运，谱写了青海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气壮山河

的精彩华章。

学校肩负教育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双重使命，坚持为国家战略服务、

为民族地区现代化服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服务的办学宗旨，以

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立足青海大地、扎根青藏高原、辐射全国，

人文社会科学优势明显，理工医类学科特色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

流民族大学为目标。培养了 12 万余名各民族人才，其中有 6 万余名

毕业生在青海工作，近万名在西藏、新疆工作，先后涌现出以改革先

锋杰桑•索南达杰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生和 53名省部级领导干部、

1300 多名厅局级干部和 120 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600 余名正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青海的民主改

革、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各项改

革发展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目前,共有来自全国 29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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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区的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的 20901 名学生在

校学习，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11507 名，占在校学生的 55.05%。

学校坚持人才强校战略，有效汇聚了李文实、芈一之、胡安良、

祁顺来、毛继祖、贾晞儒、吴启勋、马成俊、李军乔、林鹏程等一批

知名学者，极大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学校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学

校现有 1237 名教职工，专任教师 801 名，其中正高级职称 165 名、

副高级职称 283 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 693 名。

拥有“双聘院士”1 名、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2名、中宣部“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领军人才 2 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7 名、

国家级教学名师 1名、全国先进工作者 1 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1

名，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2 名、全国优秀教师 5名、全国

模范教师 1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名、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5 名、青海省高端人才千人计划杰出人才 1 名、

青海学者 2 名、全省“最美教师”1 名、全省“最美高校辅导员”2

名等。

学校高度重视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建设，人文社会学科始终在青

藏高原地区具有优势地位，与青海特色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相衔接的

新能源、新材料、盐湖化工、藏医药等理工类学科建设形成规模、富

有特色。学校现有 22 个教学学院，2 个国内一流立项建设学科（民

族学、中国语言文学）和 1 个省内一流立项建设学科（化学），有 1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民族学）、1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6个专业硕士学位点，1 个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科涵盖文学、

理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历史学、医学、工学、哲学、

艺术学十一大门类，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教育人才培

养体系。学校共有 60个本科专业，其中文史类本科专业 19个，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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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2%，理工类本科专业 35个，占比为 58%，体育艺术类本科专业 6

个，占比 10%，形成了较为综合的文、理、工学科结构布局。现有 16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4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8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17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个国家级卓越法律人才教

育培养基地、1 个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 个

国家级教学团队、3门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门国家级视频公开课、12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1个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和 5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校始终扎根青海大地，立足时代前沿，服务国家战略，开展科

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的标志性成果。近 5年

来，学校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004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 3项、重点项目 8项、冷门“绝学”项目 5 项，教育部重大

招标攻关项目 1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1项，国

家级、省部级项目 366 项；出版专著教材 324 部，发表论文 2550 篇，

为各级政府提供智库报告 64篇。现有教育部国别区域研究备案中心

中亚-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 1个，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

青藏高原民族研究基地、国家民委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国家民

委民族问题研究青海基地、青藏高原语言文学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

原环境资源法学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重点研究基地等 7 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研究中心

等 2个国家民委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拥有民族研究所、青海省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等 9 个省级科研机构和 29个校级科研机

构。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天津大学 双碳研究院”、“青海民族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青海民族大

学-天津大学 中华民族艺术研究院”、“青海民族大学-厦门大学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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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

究院”6个高层级科研机构。有国家民委青藏高原资源化学与生态环

境保护、青藏高原藏药资源保护与开发、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等 3个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1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1个青海省联合实验室和 1 个与天津大学联合共建实验室、5 个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有 1 个院士工作站、1 个院士工作室、1 个

国家级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1个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专业。编辑出版《青海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藏文版）和《青藏高原论坛》等 4种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

学术性期刊，《青海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入

选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中文社科引文索引（CSSCI）（扩

展版）核心期刊目录。

学校分东序、西昆、文实、博雅、南山五个校区，占地面积约

1383 亩，建筑面积 45.16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账面总值约 15.5 亿元，

其中，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2.1 亿元；图书资料 382.86 万册（含电子

图书 212.52 万册），其中民族文字图书 12 万册，藏文大藏经 1667

函，汉文古籍 3166 部 78750 册（其中善本 380 部），23 部古籍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生均 183 册图书，是青藏高原汉文古籍和藏

文古籍馆藏图书最多特别是珍贵古籍馆藏量最多的高校，其中《山海

经全图》《格古要论》《订讹杂考》三部珍贵古籍被收录到习近平总

书记非常关注、亲自批准建设的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学校高度重视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现与德国德

累斯顿工业大学、日本南山大学、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蒙古国乌兰

巴托大学、韩国韩南大学和我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 12 个国家和地

区的 41所院校建立合作交流关系。在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联合举办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

- 5 -

孔子学院，实现我省孔子学院建设零的突破。与波兰波兹南生命科学

大学合作举办的土地资源管理本科教育项目获批教育部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为省内唯一。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建有区域国别研究院和六

个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其中“中亚-土库曼斯坦研究基地”“喜马拉

雅山地国家研究基地”获批为国家民委重点研究基地。学校自招收外

国留学生起已累计培养 3000 余名外国留学生，现有年度外国留学生

百余名，是青海省培养留学生最多的高校。2012 年以来，在教育部

关怀下，形成以天津大学为组长单位，厦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

员单位的“组团式”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格局，北京工业大学、天

津城建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天津

音乐学院、南京理工大学、苏州大学、东华理工大学等高校也与我校

建立了校际合作交流关系，构建起“3+9”的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新

格局。

立足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学校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精神及学校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突出落实立德

树人“这一主题”，围绕内涵建设构建以民族学为核心的人文社科和

以理学为基础的理工医“两大学科群”，抓住思政课建设、教学工作、

科学研究“三个重点”，夯实人才队伍、内部治理、综合服务、基本

建设“四大保障要素”，推进实施改革发展“十项工程”，不断实现

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从封闭式发展向开放协同式发展转

变，从被动式发展向主动式发展转变的“三个转变”，努力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流民族大学而不懈奋斗！（截止 202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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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简介

青海民族大学于1982年开设法学本科专业，1983年建立法律系，

2005 年更名为法学院。2000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2007 年获批法律硕

士（JM）专业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批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

权，2012 年获批国家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8 年在民

族学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下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2021 年法学专业

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法学学科为青海省省级重点学科，2023

年新增备案涉外法治国家急需二级学科。现已建成青海高校唯一具备

“本-硕-博”完整且特色明显的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拥有一支年龄、学缘结构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专任教师近

40人，其中高级职称 17人，20 余人博士毕业或博士在读。7 人入选

“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2 人为领军人才，5 人为拔尖人

才），3 人入选“青海省 135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4 人荣获“青

海省优秀法学家”荣誉称号，3人为省级骨干教师，1人为青海省“最

美教师”，3 人获青海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小岛奖励基金”、2 人

获“励骏奖励金”。近年来，先后聘请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

津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大学、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等

高校和实务部门知名专家学者作为“青海省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

才”、青海省“昆仑学者”、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领军

人才和拔尖人才、法学学科带头人、特聘教授来我院工作。

学院现设有法学理论，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事法学教研室，汉

藏双语法律教育与实践中心等教学机构，拥有国家民委青藏高原环境

资源法学研究基地、青海省法学研究所、青海省人大立法评估基地、

青海知识产权学院等科研机构，以及青海民族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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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法学实践教学中心等服务机构。图书资

料室有专业书籍 3 万余册，各种学术刊物 50 余种，建设有中伦法学

电子阅览室。在全省公检法司系统和律师事务所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 20余个。

学院科学研究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区域法治与社会治理、涉

外法治、知识产权为主要研究方向，重点关注依法治国框架下的青藏

高原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治保障、多元文化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研究领域，产出众多标志性成果。截至目前，全院

教师共发表学术论文 500 余篇，出版《藏族古代法新论》《生态环境

保护法治建设研究》《建设用地分层利用制度研究》《国际法治的理

论与问题思考研究》等专著 20余部，并有 30余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

奖励。由我院发起和打造的“青藏高原法治论坛”已成为青藏高原独

树一帜的学术品牌，近年来主办、承办国际和全国性学术会议 10 余

次。

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已经发展成为集本科

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多层次教学的优势学科，是青海省乃至西部地

区培养法学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学院现有在校硕士研究生、本

科生 800 余名。办学 40多年来，已培养和输送了 6000 余名本专科学

生、硕士研究生，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大多已成为公检法司系统和

律师界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新时期，学院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关于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部署，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为契机，在法治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法治宣传、法治实践等领域为

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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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主题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研讨议题：

1.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社会治理；

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民族团结进步的法治保障；

3.多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

4.现代化青藏高原特色旅游发展与法治保障；

5.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转化。

四、会议时间

2024 年 10 月 11 日 9：00—18：00

五、会议地点

主 会 场：青海民族大学文实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421 会议室

分论坛一：青海民族大学文实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421 会议室

分论坛二：青海民族大学文实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303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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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议程
开幕式及大会主旨发言

202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9：00—12:00

开幕式 9：00—9：30

主持人 吴生满 青海民族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致 辞

山永祥 青海省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黄世和 青海民族大学党委书记

大会合影 9:30—10：00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正门前

主旨发言（每人 15 分钟） 10:00—12：00

主持人 王 刚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旨

发言

熊文钊 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谢 晖 青海地方立法：环境与人文的双轮驱动

周 伟 个人信息保护法下裁判文书上网的个人信息保护

李永宁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存在的不足及完善

王 健 努力建设与青藏高原高度相当的法学体系

杨翠柏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理论与实践

周 赟
“作者中心主义”的前世、今生与来日：论著作权

底线逻辑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午 休
（午餐时间：12:20 地点：皓铭酒店 2 楼大厅）

分论坛一：（主题发言每人 8分钟，与谈每人 5 分钟）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4楼 421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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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14：30—15：50

主持人 韩雪梅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主题

发言

李爱年
流域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以遵循流域自然特性

为逻辑起点

黄 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研究

马晓萍 青海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研究

赵俊鹏 以多元善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霍天泽 多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

罗 炀 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法治保障范式研究

与谈人
马兰花 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马 芳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茶歇 15：50—16：10

第二单元 16：10—17：30

主持人 杨银霞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题

发言

兰措卓玛 青海省野生动物违法案件的治理困境及法治对策

马连龙 环保督察制度与检察公益诉讼的衔接完善

陈 娟
绿色发展视角下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权益保障调查

研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沈 雪 “爆火”旅游目的地视角下青海旅游发展与法治保障评价

康梦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保障的青海经验研究

黄新玉 青藏高原涉耕地公益诉讼研究

与谈人
马华忠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

王立明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论坛二：（主题发言每人 8分钟，与谈每人 5分钟）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3楼 303 会议室

第一单元 14：30—15：50

主持人 张朝霞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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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发言

李春晖 论信息权—知识产权、数据权益与精神性人格权的统一

祁选姐措 青海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

姜有生 知识产权思维与律师服务意识

马英莲 自媒体时代下著作权问题研究

张悦言 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权探究

陈明月 论唐卡之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与谈人
李玉璧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工商学院教授

郭富锁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茶歇 15：50—16：10

第二单元 16：10—17：30

主持人 尕藏尼玛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题

发言

张品泽
“行刑衔接”机制障碍、价值纠偏与结构调整

——习近平法治思想探索与应用

张立群 推进青海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

梁静姮 澳门婚姻制度的前世今生

温青美 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彭毛才旦 宪法“统一战线组织”的规范意涵与制度调适

颜 飞 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行使限制

与谈人
韩劲松 玉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

多杰昂秀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闭幕式 17：30—18：00

主持人 才让塔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学术总结 王 刚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闭幕致辞 白佩君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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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会人员名单

省外专家学者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熊文钊 天津大学/山东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 谢 晖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青海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

3 周 赟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4 张品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5 周 伟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6 杨翠柏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川法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所主任

7 李爱年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8 李永宁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9 王 健 上海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0 韩雪梅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11 李玉璧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兰州工商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

12 张朝霞 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13 韩劲松 玉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

14 李春晖 天津大学副教授

15 梁静姮 澳门大学副教授

16 李 毅 兰州工商学院副教授

17 孔佰洪 兰州工商学院讲师

18 马心怡 兰州工商学院讲师

19 彭毛才旦 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助教

20 罗 彪 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21 马晓萍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22 霍天泽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23 沈 雪 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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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嘉宾、专家学者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山永祥 青海省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2 宋忠义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3 马晓军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4 马天山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原二级巡视员

5 赵海涛 青海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

6 王水明 国家检察官学院青海分院院长

7 白万军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政策法规处（执法监督处）处长

8 贺宝元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政办主任

9 刘传康 青海省法学会副秘书长

10 李成花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11 赵 霞 西宁铁路运输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12 陈志秀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13 马华忠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

14 马连龙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

15 高慧丽 青海省法学会四级主任科员

16 马福祥 青海省律师协会会长、律师

17 姜有生 青海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律师

18 祁 岩 青海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律师

19 马生海 青海松海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20 王延辉 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21 毛尊超 西宁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22 张立群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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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郭 斌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

24 曲 波 青海大学教授

25 赵俊鹏 青海大学讲师

26 马旭东 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

27 马兰花 青海师大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28 兰措卓玛 青海省委党校法学部副主任、教授

29 程 雪 青海省委党校讲师

30 罗文凯 青海省委党校助教

31 黄 斌 青海警官职业学院公安系主任，副教授

32 吴 丹 青海警官职业学院法公安系讲师

33 李亚琳 青海警官职业学院公安系助教，兼职律师

34 巩寿兵 青海开放大学人文理工学院副院长/法学副教授

35 马丽艳 青海开放大学质量监控部法学副教授

36 安调珍 青海开放大学质量监控部法学副教授

37 倪祖儿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38 林 蕾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39 王君竹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40 黄新玉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41 简可莹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42 王相淳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43 王一凡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44 王志鹏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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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族大学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1 黄世和 青海民族大学党委书记

2 吴生满 青海民族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3 马延孝 青海民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4 赵 艳 青海民族大学科研管理处副处长、教授

5 张 翔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6 白佩君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7 王 刚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8 张璐璐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办公室主任

9 王立明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10 张 立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11 才让塔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12 牛丽云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3 马 芳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14 黄 涛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15 郭富锁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6 杨银霞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7 陈海霞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8 马建林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 尕藏尼玛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 多杰昂秀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1 温青美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2 马 天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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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陈 娟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4 冯占省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25 秦月强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26 何 巍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27 王晓维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28 吕金鑫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29 王 宇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30 杨田甜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31 赵文成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32 吉合先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33 海明明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

34 许文杰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35 马英莲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36 马志宏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37 付建宁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38 肖 婧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39 严金梅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40 谢 洋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41 刘付平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42 姚鸿珂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43 马 容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44 康梦蕾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45 罗 炀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46 汪海燕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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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于慧心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48 张悦言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49 陈明月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50 颜 飞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51 周子帆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52 王 凡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53 陈 闯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54 李云飞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55 李鑫芯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56 张高明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57 李伟成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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