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评审结果公示

法学相关项目共8个

上海法学教育风雨史话

□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 美国确立世界霸主地位， 美国的

法律体系也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 当

时国内大多数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都

倾向以英美法为主， 而同济大学法学

教育却保留了以大陆法系为方向的教

学特色。

据同济大学法学院老校友夏斗

寅、 李国机等回忆， 当年上课时， 教

师注重法学理论的讲解而非案例教

学。 这不仅体现在“欧洲大陆法”

“欧洲法律思想发展史” 等课程中，

还体现在各个部门法的教学中。 法律

如何从“神法” 发展到“人法”； 如

何从罗马的“市民法” 发展到“万民

法”； 如何从不成文法发展到成文法，

并且有了“智者” ———法学家阶层的

出现， 徐道邻、 张企泰、 叶叔良等教

授深入浅出， 把一些深奥的法理讲解

得精辟透彻。 教师们还结合中国法

律， 参照中国法院的审判实践， 分析

法律适用的规律， 指导学生引用法律

条文来模拟判案。 在培养学生的司法

实践能力时， 要求学生不仅会做律

师， 也要会当法官， 在模拟审判活动

中总是适用大陆法系的“纠问式”。

同济大学法学院注重东西方法律

文化的并举和交融。 学院虽然以大陆

法系法学为主， 但并不排斥英美法系

知识的教授和传播。

当时的同济大学法学院集聚了一

批兼具中西法律文化底蕴、 教学经验

丰富， 并在学术研究上有相当成就的

学者。 徐道邻、 朱伯康、 曹茂良、 叶

叔良、 左仍彦、 俞叔平等教授曾留学

德、 法， 对大陆法系法律掌握得相当

娴熟； 钱实甫、 陈盛清、 谢怀轼、 戴

克光等教授毕业于北大、 清华等我国

高等学府， 对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文

化有深刻理解； 何运蚰、 刘驿南、 胡

继纯、 邱日庆等教授曾留学美国， 对

英美法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 经上述

教授的传道授业， 大量东西方法律文

化得以传播， 并在同济大学得到并举

和交融， 为当时高素质法学人才的培

养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的同济大学法学教育，

在法学院全体师生的努力下， 在短短

五年时间里就迅速汇聚一大批法学界

精英， 并在全国众多的法学院校中形

成自己的特色。

但如此短的存续时间也让人感叹

同济大学法学院的生不逢时， 经验尚

未集聚， 教训尚未总结， 图书资料尚

未积累， 因而也难以形成法学教育的

底蕴。 那时， 正逢战乱年代， 国民党

政府投入明显不足， 学院经费拮据，

设施破旧。

当时法学院院长胡元义就曾上书

教育部长朱家骅： “法学院现有房舍

反不修葺， 草场不平， 路坏不修， 草

深数尺， 触目凄凉……”。 但即便如

此， 同济大学法学院仍然在中国法学

教育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痕。

同济大学法学院：典型的大陆法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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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20年度）》

加强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机制建设
□见习记者 朱非

12 月 17 日， 教育部发布 《全

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

（ 2020 年度 ）》 （以下简称 《报

告》）， 全面总结 2020 年全国高校

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状况。

高校在线课程

开出率达91%

疫情期间高校不停教、 不停

学， 多措并举保证招生、 教学、 就

业等稳步推进。

《报告》 显示， 在线教学规模

庞大， 全国本科高校共有 108 万名

教师开出 110 万门 /1719 万门次课

程， 在线学习大学生人数共计 35

亿人次， 全国高校在线课程开出率

达到 91%。

疫情期间国际交流合作改变了

形式， “在地留学教育” 得到发

展， 国内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在

读学生超过 30 万人， 我国成为世

界主要留学目的地国之一。 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共有本科教育中

外合作项目 890 个 （其中 2020 年

新增 83 个）， 覆盖 28 个省份， 涉

及 440 所高校、 35 个国家和地区。

高校累计开展双语或全外语课程

88289 门， 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

3.61%。

同时，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持续

深化，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格局不

断完善。 截至 2020 年底， 高校建

立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平台数

累计达 11579 个， 校均投入经费

932.39万元。

博士学位教师

占比41.78%

《报告》 表明， 高校师资队伍

建设进一步加强， 崇德尚能服务人

才培养。 2020 年全国本科高校专

任教师总数 126 万人， 比 2019 年

增加了 3万人。 全国本科高校拥有

博士学位教师人数占比为 41.78%，

具 有 高 级 职 称 的 教 师 占 比 为

50.92%， “双师型” 教师占比为

19.64%， 在校生与思政课教师之比

为 398:1， 各指标均相比上一年有

了不同程度提升。

调查显示， 93%的学生整体上

比较认可教师的课程教学以及学校

提供的各种资源、 服务和支持，

93%的学生能够采取深层学习方式

主动进行学习， 94.7%的教师十分

专注于教学工作， 85.2%的教师教

学质量得到了单位和学生的认可，

95.2%的毕业生得到了用人单位的

认可。

2020 年， 全国高校专兼职教

学督导人员已达 4.3 万余人， 本科

生参与评教数达 17553万余人次。

建构以学生成长为

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

与此同时， 《报告》 对部分高

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三方面建

议。

一是深入探索不同学科专业课

程思政的有效路径。 高校应遵循高

等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 尊重各学

科专业课程教学的特殊性， 研究探

索思政教育与各学科专业课程教学有

机结合的有效途径、 提高课程思政效

果。

二是积极建构以学生成长为中心

的人才培养体系。 高校应倡导以学生

成长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从学生特点

出发，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 组织开展

各类教育教学活动， 将以学生成长为

中心的理念贯彻到人才培养全过程

中。

三是大力加强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办学的长效机制建设。 高校应当增强

主体意识， 以“四新” 建设为契机，

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组织体制、 搭建学

科专业交叉融合平台， 以及改革完善

人才培养方案、 重组课程体系、 更新

教学考核和教师评价方法， 为学科专

业交叉融合办学创造优良的环境条

件。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2 月 13 日， 教育部公

示 202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后期资助项目评审结果， 共有 100

个项目通过评审。 其中重大项目 20

个。

法学相关重大项目共 2个， 分别

为“时代镜像中的法理学研究” （中国

政法大学 雷磊）、 “张家山汉简 《奏

谳书》 所见秦及汉初‘一决于法’ 研

究” （中南大学 王进文）。 法学相关

一般项目共 6个， 分别为“贸易救济措

施中被调查国的政策空间研究” （吉林

大学 赵海乐 ）、 “秦汉廷尉研究”

（西北大学 闫强乐）、 “规范视野下的

中国纵向治理法治体系研究” （中央民

族大学 郑毅）、 “失信惩戒法律制度

研究” （海南大学 刘云亮）、 “刑事

诉讼原理与当代变迁———《德国刑事诉

讼法学》 （2020 年第 15 版） 的翻译与

评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程捷）、

“微罪视域下之危险驾驶罪研究” （福

州大学 何群）。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日前， 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发布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21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

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认定 317 门课

程为 2021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

科课程。 本市政法院校共 10 门课程

获评。

华东政法大学 5 门课程获得 2021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认定。

其中优质在线课程 1门， 即“英汉汉英

商务翻译” （伍巧芳）； 线下课程 3 门，

分别为“国际商法” （彭溆）、 “现场

勘查学” （倪铁）、 “新闻法规与职业

道德” （彭桂兵）；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

程 1门， 即“金融法学” （唐波）。

上海政法学院 5 门课程获得 2021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认定。

其中线下课程 2门， 分别为“侵权责任

法” （王康）、 “刑法学总论” （彭文

华 ）；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1 门， 即

“社会保障概论” （王慧博）； 社会实践

课程 1 门， 即“纪录片导演” （邢虹

文）；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 1 门， 为

“监狱突发事件处置虚拟仿真实验”

（蔡一军）。

2021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公布

本市政法院校10门课程获评

□记者 徐慧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2 月 18 日，

由复旦大学法学院、 复旦大

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 国

际经济行政法圆桌论坛主

办， 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经

济行政法团队承办的“统筹

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全球化与金融规制法·上海

峰会” 在线上召开。 与会专

家围绕“全球化与金融规制

法” 主题展开研讨。

国际经济行政法圆桌论

坛主席、 复旦大学法学院朱

淑娣教授担任开幕式主持

人。 她认为， 国际经济行政

法视野下的金融行政规制在

对全球化的动态回应过程中

显示出其特征的五个范畴，

即金融行政规制的经济性、

金融行政规制的行政性、 金

融行政规制的法律性、 金融

行政规制的公法性以及金融

行政规制的全球性。

上海市法学会原会长、 上

海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原主

任、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讲席教授沈国明作了题为“关

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地

方立法问题” 的主旨报告。 沈

教授表示， 在地方金融监管方

面所形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

“央地联动”， 有利于建立正常

的金融秩序并防范金融风险。

他指出， 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还

应着力于建立规则和秩序， 要

着眼于长远。

圆桌论坛特邀研究员、 司

法部立法二局金融处周诚处长

作了题为“中国金融立法成就

和未来展望： 兼论涉外金融法

治新发展” 的主旨报告。 他表

示， 未来在金融立法方面， 要

完善金融机制， 防范系统性风

险， 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依法从严打击政权违

法活动的执法体制机制。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上

海市法学会副会长王志强教授

作闭幕致辞。

复旦法学院举办全球化与金融规制法·上海峰会

构建金融贸易法制规则体系

日前， “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高质量发展系列论坛之

一： 新法科教改与实践研讨

会” 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

与会专家围绕法学课程和教

材体系建设、 复合型法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

务部门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国际交流等方面展开研讨。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

记、 校长叶青表示， 学校应

确立法科人才培养新理念、

打造法科人才培养新模式，

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新格

局， 健全教育教学评价新机

制， 不断完善“五新五融、

全面育人” 新法科人才培养

体系， 培养新时代法治人

才。

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

记、 市教委副主任闵辉指

出， 法学院校作为法治人才

培养的第一阵地， 要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

导，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需要， 坚持立德树人， 德法

兼修， 深化法学教育教学改革

和课程思政建设， 为法学人才

培养注入新活力。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郑少

华认为， 进入新时代， 新法科

意味着法学教育启动新一轮改

革。 法学院系应当围绕培养洞

察力、 科技整合能力、 法律规

则的运用能力等三个能力来优

化课程体系， 为国家培养高素

质法治人才。

（朱非 整理）

华政召开新法科教改与实践研讨会

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

2020年至2021年1月， 上海

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查

获三条涉案船舶， 船上装载走私

的集装箱， 经公安机关多方联系

查找， 无法确认集装箱和船舶的

的所有人， 根据 《公安机关涉案

财物管理若干规定》 之规定， 特

发布认领公告。

查获日期2020年 4月 18日 ，

船名： 明湟18号， 该船装载集装

箱40个， 编号如下。

涉案船舶及集装箱
认领公告

1.CRLU1623829

2.WHLU7720908

3.YMLU9248711

4.YMLU5316206

5.WHLU7716404

6.TEMU2100220

7.YMLU5258147

8.CRLU1626392

9.APRU6397139

10.YMLU5286020

11.ZCSU5974902

12.GESU9166538

13.YMLU5297132

14.CRLU7250553

15.JXLU5874652

16.EMCU6824653

17.GESU9233944

18.WHLU7717170

19.WHLU7720528

20.CRLU1623182

21.HJMU1514959

22.TGHU8641646

23.AMFU8539944

24.BRSU9300690

25.STCU9633092

26.CCEU1442376

27.FCIU8725272

28.FSCU9420180

29.FSCU9895781

30.HTLU2800193

31.YEEU2096484

32.APHU4571771

33.GESU5811134

34.APTU2711705

35.APHU4547332

36.APHU4571961

37.APHU4542808

38.BRSU9300832

39.CCLU6813118

40.CCLU6741614

查获日期2020年12月中旬，

船名 ： 绿地8， (英文名： LV-

DI8)。 总长 80.8米 ， 船宽 12.8

米， 主机号： G6300ZLCA， 船

舶识别号CN20012337197。 该

船装载集装箱27个， 其中7个已

破损， 无法识别编号。 其余20

个集装箱编号如下。

1.WHLU5124155

2.WHLU5141023

3.MEDU8429817

4.OOLU5554609

5.CCLU6074379

6.CBHU9857402

7.CCIU8282886

8.CCLU6315250

9.TRLU5474735

10.WHLU5179693

11.SCGU8050549

12.CCLU6188598

13.CYKU4942030

14.TTNU9339816

15.FCIU8001451

16.KKFU7099450

17.TRLU5187680

18.CCLU6339101

19.CCLU6185393

20.CCLU6122667

1.JKTU2712135

2.YCTU1712682

3.FSCU9296398

4.GATU8447036

5.CRXU9326064

6.CCLU6157513

7.PCIU9670030

8.INKU2430759

9.DRYU9054438

10.CATU8311775

11.TRLU5938055

12.GESU5774914

13.GATU8173362

14.MSCU9686813

15.TRLU5889834

16.GATU8412786

17.GATU8193250

18.YMLU8143594

19.MSCU9007949

查获日期2021年1月18日 ，

船名： 吉兴7号或凤翔098， 该

船装载集装箱19个， 编号如下。

请上述集装箱和绿地8号船

舶的所有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个月内， 持相关证明材料，

主动与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

航公安分局刑侦支队联系认领。

逾期未认领的， 我局将上述船

舶和集装箱依法拍卖、 变卖价

款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苏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

逸仙路4177号

联系方式： 18516677462

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

二0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