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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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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主要获奖：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第三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4 年）

苏州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 年）

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2 年）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13 年）

苏州大学第七届苏鑫奖教金（科研奖）（2009 年）

苏州大学利苏教学奖（2010 年）

苏州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12 年）

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教学类优秀奖（2014 年）

王健法学院个人教学杰出贡献奖(2012、2013、2014、2015 年)

苏州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10 年）

2010 年度苏州大学王晓军精神文明奖先进个人

苏州大学 2014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

2016 年（首届）苏州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

科研项目：

前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宪法比较研究（2001 年江苏省教育厅）

公民基本权利立宪模式研究（2003 年中国法学会）

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2005 年司法部）

中国法官眼里的宪法（2007 年江苏省法学会）

合宪解释与宪政建设研究（2007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研究（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

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研究（2010 年江苏省法学会）

克隆人立法的宪法规制（2012 年中国法学会）

弱势公民社会权的宪法保障研究（2012 年司法部）

行政诉讼中的法律解释方法研究（2013 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弃婴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2014 年江苏省法学会）

宪法视野下“当场击毙”的立法规制研究（2015 年中国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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