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3 日， 华东政法大学与松江区政

府合作共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法治研

究中心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框架协议签约

仪式在 G60科创大厦举行。

根据框架协议，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法治研究中心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以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和

法律实务问题为研究和服务对象， 发挥华政

在法学研究领域的专业优势， 集聚资源， 共

同搭建法治实务研究应用和公共法律服务的

合作平台， 为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

设成为“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先进走

廊、 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试走廊、

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 提供强大的法治

保障。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设立 G60 科技创新政策法律咨询中心、

科创仲裁服务平台、 公证服务平台、 律师调

解服务平台等， 打造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公共法律服务特色。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表示， 学校

将以此为契机， 充分发挥在法学研究领域的专

业优势， 集聚资源， 共同搭建法治实务研究应

用和公共法律服务的合作平台。

国家推进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专责小组副

组长、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执行主

席、 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程向民表示， 双方将

进一步为高质量推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国

家战略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聚焦松江新城发力，

携手打造“双城融合”核心功能区；强化制度供

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陆卫东表示， 希

望双方对接解决企业的现实法律需求， 在制度

层面进行创新， 充分发挥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策源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为上海打造国际一

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松江经验”。

（徐慧 整理）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日前教育部发布了 《教育部关

于公布 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根据 《通知》 记者发现， 有 9所高校

新设法学二学位， 7 所高校增设了法学门类

下知识产权专业。

根据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

规定》 （教高 〔2012〕 9 号）， 教育部组织

开展了 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

置和调整工作。 经申报、 公示、 审核等程

序， 对各地各高校向教育部申请备案的专业

予以备案； 在以上工作基础上， 根据高等学

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结果， 确

定了同意设置的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尚未列

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

根据 《通知》， 社会政策、 反恐警务、 消

防政治工作三个专业纳入了法学门类下的社会

学类和公安学类专业类别。

从名单中， 记者发现有 9所高校新设法学

二学位， 分别是重庆大学、 渤海大学、 延边大

学、 南京审计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鲁东大

学、 山东交通学院、 肇庆学院、 西南石油大

学。

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北科技师范学

院、 泉州师范学院、 青岛工学院、 河南工程学

院、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东莞理工学院这 7 所

高校则增设了法学门类下的知识产权专业。

同时， 有 8所高校撤消了法学门类下的社

会工作专业， 分别是合肥工业大学、 温州大

学、 江西科技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菏泽学

院、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云南财经大学以

及西安思源学院。

《法与社会》 慕课自 2014 年开设以

来， 一个多月内在 Coursera平台的访问人

数就达到 64207 人次， 分布在 37 个国家

和地区。 迄今为止作为“好大学” 在线开

放课程已成功举办了 12 学期， 先后被上

海交通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华侨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郑州大学、 江苏大学、 宁

波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青海民族大学等诸多高校

引入。

课程内容： 本课程采取“法与社会”

研究范式的视角， 通过法律现象观察中国

法制发展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 在特定文

化传统的语境中解释法律现象。 特别是以

日常经验、 事实以及具体案例为线索， 分

析规范秩序演变的机制和建构法治秩序的

条件， 并且深入阐述把“原则” 嵌入合理

行为之中的法治新范式以及对网络社会和

风险社会的价值涵义。 在此基础上， 侧重

从行为规范体系的构成、 法律制度的设

计、 审判实务、 权利意识、 关于公正的社

会心理以及秩序形成的机制等多角度出

发， 探讨比较典型的现象和实例。 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 在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的创

新方面， 紧扣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及

个人行为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注

重数字信息沟通技术对司法改革和法律职

业的影响， 并把慕课与翻转课堂及网上讨

论相结合。

课程特色： 为了适应在线教学的需

要， 本课程在内容的选择上坚持经典理

论、 社会发展的前沿现象与法律实践相结

合， 以最精简的方式予以呈现。 每节课平

均 10-15 分钟左右， 集中讲授课程的要

点和最新观点， 因此需要同学们在课前与

课后主动学习和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 相

对于传统的法与社会课程， 本课程立足于

对转型中的中国法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共

时性观察。 该课程注重 PPT 等媒体和技

术的利用， 把抽象的理论和制度问题用可

视化的图表、 影视资料呈现出来， 实现了

视频讲授、 网络答疑与考核三位一体的教

学方法。

社会认可： 作为“好大学” 在线开放

课程的选课学员累计达 17844 人， 遍及包

括新疆、 西藏在内的 31 个省、 自治区和

直辖市以及台湾、 香港和澳门地区。 其中

81.4%的学员是以修得学分为目的， 而

18.6%则是以不获取学分的听讲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 注册选课的学员还有来自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德国等国外的学

员。 由此可见， 《法与社会》 这一课程的

设置不仅受到国内诸多法学专业学生的认

可， 同时也能够激发海外以及非法学专业

研习人员的兴趣， 能充分实现启迪法律知

识、 服务社会、 塑造法治信念、 扩大国际

学术影响等目的。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展示

课程名称： 法与社会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季卫东 （教授）

开课模式： 在线开放课程

主要开课平台： Coursera、 好大学

承百年传统 铸新时代法学智库
厚积薄发的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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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慧

民商法学以民事、 商事领
域的法律现象、 法律本质为研

究对象， 是法学二级学科。 复
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以学

术研究、 培养高端法律人才为

己任 ， 服务于国家政治 、 经
济 、 文化发展与改革开放事

业。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 师

资力量雄厚， 长期以来位居全

国领先地位， 以其优良的学术
声誉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力。

学术传承百年 法学名家荟萃

复旦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始法学教育的学

校之一， 1911 年依 《复旦公学章程》 正式

设立法学课程， 1931 年复旦大学法学院获

教育部备案和司法部特许， 王宠惠、 梅汝

璈、 杨兆龙、 向哲俊、 卢峻、 孙晓楼等一批

法学大家在此开设罗马法、 英美法、 民法等

课程。

1949 年后， 复旦法学教育几经波折，

于 1980 年恢复法律学科、 1981 年恢复法律

系， 2000 年成立单一法律学科的法学院。

复旦大学法律学科复建后， 聚集了一批有影

响的学者， 先后有 20 余位学者执教于民商

法学科， 近年来又有多位知名教授及国内外

学成的青年才俊加入，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

师资力量雄厚， 长期以来位居全国领先地

位。

民商法学科设民法学、 商法学硕士点，

复旦大学法学院设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

博士后流动站， 民商法学科博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有民法、 商法、 比较民法、 比较商法、

金融法。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是上海市重点

学科。

民法被称为“万法之母”， 商法涵盖与

市场经济密切契合的多个部门法。 民商法学

科学术团队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并以开放的

视野， 积极探索， 密切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研究新兴法律问题，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

果， 在 《中国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 《中

国法学》 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19 篇， 在

SSCI 期刊、 CLSCI 核心期刊等累计发表论

文 200余篇， 出版著作数十部； 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规划项目、 中国人民银行项目、 财政部研究

项目、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 中国

法学会课题等国家级、 省部级科研项目数十

项， 承担各类横向课题多项； 数次获全国高

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 司法部法学理论与教材优秀成果

等奖项。 现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一名。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多名教师在全国及上

海市相关研究会或学术团体担任学术职务，

刘士国教授、 季立刚教授分别担任中国民法

学研究会、 中国银行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全

弟、 胡鸿高等多名教授担任上海市法学会各

研究会会长、 副会长等职。 季立刚教授、 许

多奇教授先后被评为第三届、 第五届“上海

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召集人为季立刚

教授、 李世刚教授。

注重学术创新 担当国家智库

复旦大学法学院恢复之初， 民商法学科学

术团队为发展法学教育不懈努力， 姜厚仁先生

撰写了 《外国民商法概论》 讲义， 并于 1989

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国内开外国民商

法研究之先， 至今堪称佳作；

史文清教授的 《著作权诸问题研究》 于

1992 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国内亦开

知识产权法研究之先河。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秉持积极创新的学术

精神， 依托复旦大学综合、 全面的学科体系及

地缘优势， 立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资本

市场改革、 自贸区试点、 “一带一路” 建设等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在民商法基础理论、 外国

民商法、 银行破产法、 知识产权法、 侵权法、

医事法及金融科技法、 数字经济法治等方面取

得前沿性研究成果， 形成鲜明的学科特色， 受

到国内外同行的肯定。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积极参与国家智库建

设， 在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 复旦大

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数字经济法治研

究中心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与 《民法典》

编纂、 《证券法》 修订、 《信托法》 修改等工

作， 承担中央、 各部委、 各单位专项课题， 为

国家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多名教授担任党政机

关、 司法机关法律顾问， 其中一名教授担任中

共上海市委法律顾问、 一名教授担任中共上海

市委政法委法律顾问， 多名教师担任党政机

关、 司法机关等部门法律顾问。

严谨发展规划 发挥育才优势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之际， 复

旦大学民商法学科更加清晰地明确发展目标、

制定发展规划， 为建设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

学科继续努力。

实施学术研究规划。 以严谨的学术精神、

开放的学术视野， 全面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出

版、 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 使学术研究更加契

合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 更加密

切结合实践、 回应法治需求。

总结人才培养经验，进一步发挥育才优势。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长期注重教学质量， 各类

毕业生均已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栋梁。 多名本

科生、 研究生在国内外竞赛中获奖，四名博士

于不同年次获得“佟柔民商法学优秀博士论文

奖”（全国每年评五名）。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将

继续秉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 全面提升教育质

量， 进一步扩大学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 为社

会主义建设、 扩大开放培养法律精英。

建设更开放的学术平台， 推进智库建设，

服务国家法治建设。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将继

续发挥复旦大学多高水平学科的优势， 进行跨

学科研究。 同时， 进一步加强校内外、 国际间

的学术交流合作， 加强与各实务部门的合作，

广泛吸纳国内外优秀学者、 司法实务专家、 金

融业者参与研究， 办好“上海金融法治论坛”

等学术活动， 建设好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

究院， 将智库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将发扬优良学术传

统，秉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理念，以包

容、开放的学术品格，实现新发展，铸就新辉煌。

教育部公布2020年度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9?高校新设法学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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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与松江区政府共建

G60科创走廊法律服务中心成立

重点学科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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