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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務及海事法研究中心 
 

法律，科技與衝擊研討會 

 

2021 年 3 月 25 日 
 
黃美婷 

 

科技變革和創新是不可避免的，並且與一個國家的成功息息相關。 但是，創新科技可

能會為目前的法律體系的帶來顛覆性的影響，或者至少是巨大的衝擊，而這需要每個

國家都做出回應。 

 

為了探討某種科技如何「衝擊」法律和社會，以及各國法律框架的應對和適應，香港

城市大學（以下簡稱城大）法律學院屬下香港商事和海事法律中心（HKCML）於

2021 年 3 月 19 日至 21 日舉辦了為期三天的網上研討會，題為“法律，科技與衝

擊”。 會議邀請了來自美國，英國，歐洲，日本，非洲，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學者，針

對五種典型的創新科技進行了討論，包括：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互聯網平台，區塊

鏈，生物科技以及擴增實境和虛擬實境。  

 
會議以陳清漢教授（城大法律學院院長及商業法講座教授）的致歡迎致辭開始。 陳教

授熱烈歡迎所有與會者，並感謝演講者撥冗出席及分享。 此後，HKCML 主任陸飛鴻

教授代表中心歡迎與會者，並希望各位能積極思考會議中提出的想法與各法域的相關

性。 會議統籌何天翔博士向與會者解釋了本次會議的背景和目標。 他希望透過此會議

能促進並影響各地區的法律和政策發展。 

 

            
 

左至右: 陳清漢教授; 陸飛鴻教授; 何天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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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 Cohen 教授 (佐治城大學法律中心) 以“設計信息時代的對策” 為題進行了主題

演講。 及後從六個方面進行小組討論。 

  主要講者:  Julie Cohen 教授 
 
第一節由徐力恆博士（城大人文社會科學院）主持，主題為“ 人工智慧，算法和大數

據”。 本環節的三位講者分別是 Benjamin Sobel 先生（哈佛大學伯克曼互聯網與社會

研究中心），李治安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和鈴木將文教授（名古屋大學

法科大學院），他們以“搜索引擎的信息政策”，“人工智能的道德倫理法律含義”

和“推廣數據經濟與知識產權：日本的經驗與教訓”為主題發表演講。 

 

              

    
 
第二節主題為“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在 Eugene Lim 博士（城大法律學院）的主持

下，本環節的兩位講者 Wian Erlank 教授（南非西北大學法律學院）和 Michael Katell
博士（艾倫圖靈研究院）以下列主題發表演講“ 擴增實境和虛擬實境中財產的非實體

化或實體化”和“火上澆油：流行性恐慌會對擴增實境技術增添監管環境的不確定性

嗎？”。 
 

        
 
 
 
 
 
 

第一行 (左至右)：徐力恆博士; Benjamin Sobel先生; 李治安副教授  

第二行：鈴木將文教授 

左至右：Wian Erlank教授; 
Michael Katell博士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UwMjQzMg==&mid=2649983203&idx=1&sn=96aec2f204861bb082aa5292b6facc6e&chksm=becee1ac89b968ba7c7e2b06d15569b80b5fa1ad3e597fc56bf66f37fead7cfe9b5e0005950e&mpshare=1&srcid=0318YOiqiRxjF7TGmMLhBRpa&sharer_sharetime=1616042578148&sharer_shareid=7c31e0a398999d9a1035be06c6253846&scene=1&subscene=10000&clicktime=1616048596&enterid=1616048596&ascene=1&devicetype=android-29&version=27001543&nettype=sunmobile&lang=en&exportkey=Ag1nm%2FyDsPDMtL1Gc3FLqWs%3D&pass_ticket=x0sqyLO7HMMuzJa5vk7UES4G2uV3oUllhoSZjASmMA1%2FU2GgjDrD45MIyFyXgUNP&wx_head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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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破壞與監管，科技與社會”由張陳果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主

持，由崔國斌副教授（清華大學法學院），Hin-Yan Liu 副教授（哥本哈根大學法學

院），Matthijs Maas 先生（哥本哈根大學法學院），Valentin Jeutner 博士（隆德大

學法學院）和 Victoria Sobocki 女士（哥本哈根大學法學院）作三場演講。 演講題目

包括“可公開訪問的資料集的法律保護資格要求”，“解決未知數？ 建立一個以問題

為基礎的框架為人工智能的長期管治策略奠定基礎”，“量子計算的常規和非常規監

管挑戰”和“避免科技的約束，在太少和太多科技之間尋求平衡：人工智能和法律破

衝擊”。 

 

              
 

               
 
 
 
第四節關於“區塊鏈”的專題討論由姜嘉瑩博士（紐約大學法學院）主持，並由劉發

健教授（城大法律學院），原惠美教授（學習院大學法學部）和 David Fox 教授（愛

丁堡大學法學院）作演講。演講主題為“直面加密貨幣的狂潮”，“數字資產的意

義：從所有權性質分析”和“私法中的代幣化資產”。 
 

           
  

  
 
 
 
 

第一行 (左至右)：張陳果副教授; 崔國斌副教授; Hin-Yan Liu 副教授 

第二行 (左至右)：Matthijs Maas 先生; Valentin Jeutner 博士; Victoria Sobocki女士 

第一行 (左至右)：姜嘉瑩博士; 劉發健教授; 原惠美教授 

第二行：David Fox教授 

 



4 

 

 
第五節專題討論“平台”由 Julia Tomassetti 博士（城大法律學院）主持。由沈偉偉副

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何天翔博士（城大法律學院），戴昕副教授（北京大

學法學院），Mateja Durovic 博士（倫敦國王學院潘迪生法律學院）以主題“反對演

算法的透明度”，“內容平台，版權和言論自由在中國”，“行政國家內部的數據平

台”和“線上平台時代的消費者保護挑戰”發表論文演講。 
 

           
 

      
 
由蔣莉副教授（同濟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主持的最後一節專題討論的主題為

“生物科技，基因驅動”。彭耀進副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Anselm 
Kamperman-Sanders 教授（馬斯特里赫特大學法學院）和 Sven J.R. Bostyn 副教授

（哥本哈根大學法學院）以“ 重新思考中國生物銀行研究的退出”，“植物的秘密生

命”和“ COVID-19，藥物治療以及技術和交易的不透明性” 為題發表演講。 
 

           
 

 
 
 
 
 
 
 
 
 
 

第一行 (左至右)：Julia Tomassetti博
士; 沈偉偉副教授; 何天翔博士 

第二行 (左至右)：戴昕副教授; Mateja 
Durovic 博士 
 

第一行 (左至右)：蔣莉副教授; 彭耀進副

研究員; Anselm Kamperman-Sanders 教授 

第二行 (左至右)：Sven J.R. Bostyn 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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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 Roger Brownsword 教授以“法律與尊重：另一科技衝擊的案例”作主題演

講，結束所有專題討論。 
 

     主要講者:  Roger Brownswrod 教授 
 
為期三天的會議以陸飛鴻教授和何天翔博士致閉幕辭結束，兩位主辦方代表再次感謝

各位演講者作出發人深省的演講和所有與會者獨到提問和有見地的評論。 

 

本次會議上發表的精選論文將會在《法律，創新與科技》期刊以特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