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6 日， 华东政法大

学普通法学术中心揭牌仪式暨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研讨会举

行，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涉外

法治人才背景下的普通法教

育” 主题展开研讨。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

为禄表示， 普通法学术中心在

定位上，服务上海“五个中心”

和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建设， 既

是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教学研

究平台， 也是上海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教育联盟的合作平台，

还是沪港法律服务的交流合作

平台。 在职能上， 中心将组织

开展普通法地区和国家实务专

家和研究者的交流， 支持推动

建设普通法教学实践专家数据

库； 组织开展普通法教学实践

研究， 支持推动普通法课程教

材和案例数据库建设； 组织开

展律师仲裁、 调解等实务培

育， 支持推动沪港法律服务和

争端解决业务合作， 服务上海

国际法律服务中心以及面向亚

太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

据悉， 中心成立后， 将在

沪港合作机制框架下， 邀请包

括香港在内的普通法地区和国

家的法律实务界、 法律教育界

资深实务专家， 为内地法律实

务界人士、 在校学生等， 就普

通法基本体系、 涉外争议解

决、 经贸法律实务、 知识产权

保护、 跨境数据流通等专题开

展培训、 专业研讨、 专业实习

等活动。 同时， 还将积极承接

普通法国家和地区的访学团

队， 提供高质量的中国法教育

培训项目， 以增进相关法律同

行对中国法治发展的了解和认

同。

打造沪港法律服务合作交流平台

全国首家普通法学术中心在华政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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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发布《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中英文）》（2023）

法学教育及理论研究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24年年会综述

探讨新法学学科发展的多重路径

  日前， 由中国法学会组织

撰写的《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

告（中英文）》（2023）正式发布，

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连

续 16 年向国内外发布。 报告

显示， 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

论研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中英文）》 （2023） 凸显了以

下方面： 增加了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保证宪法实施和监督工

作， 将“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工作的立法和监督工作”

调整为“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保证宪法实施和监督、 立

法、 监督工作”； 增加了“关

于法治文化” 专题。 同时， 将

原来“法治宣传” 的内容从

“关于法学理论研究、 法学教

育和法治宣传” 专题调整到

“关于法治文化” 专题； 将

“关于法学理论研究、 法学教

育和法治宣传” 专题名称调整

为“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

研究”； 增加了“‘数’ 说中国

法治建设 2023”， 将其置于

“结束语” 与“附录” 之间，

通过一组组数据展现中国法治

建设的新成绩、 新亮点。

报告显示， 2023 年， 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

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全面擘画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

学理论研究高质量发展蓝图，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在法学教育方面， 全国各

法学院校积极开展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活动， 将主题教

育融入到法学教育中， 构建立

德树人新格局。 办成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 每年

培养输送 10 万余名法治专门

人才。 中央依法治国办、 教育

部评审确定首批 51 家涉外法

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 第

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 10 名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称号

获得者和 20 名提名奖获得者

受到表彰。

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 中

国法学会组织广大法学法律工

作者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法治

建设规划、 重大立法事项开展

研究， 全年召开立法专家咨询

会 20 余场， 相关成果得到立

法机关普遍采纳。 法学研究着

力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

涉外领域的数字法学研究。 深

化法学各学科各部门各领域研

究， 积极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

识体系。

此外，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

决定的形式设立“全国生态

日”， 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

识， 更好参与全球环境和气候

治理。 修改立法法， 明确立法

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完善立法引领和推动改革创新

的体制机制； 制定爱国主义教

育法， 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修订行政

复议法， 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制度

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

用， 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通

过刑法修正案 （十二）， 进一步

完善惩治腐败犯罪规定， 加大对

行贿行为惩治力度。 深入推进法

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依法平等保

护各类经营主体， 持续激发市场

活力。 推进反电诈跨国合作，

“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有序

开展。 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 制

定外国国家豁免法， 正式施行对

外关系法， 丰富对外法学交流，

建设同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

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

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

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10 月 18 日至 19 日， 教

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中国法学会法学

教育研究会 2024 年年会暨

“全面深化改革， 完善以实践

为导向的法学教育培养机制”

论坛在杭州举行， 本次年会主

题为“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 推进法学教育全面深

化改革”。

新时代统筹协同加

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作

题为《新时代统筹协同加强涉

外法律人才培养》 的主旨报

告。 他认为培养社会法治人才

是推进法制工作的基础性要

求。 涉外法治实践性的特点决

定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要相

关部委、 高校和法律实务部门

的协同参与， 面对当前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过程中协同培养机

制不健全、 教学资源和经费投

入力度不够等问题， 希望能够

加强统筹力度， 加强法学教育

与法律实务部门的交流合作，

增加产教融合数量， 建设涉外

法治教育的实践基地。

构建特色鲜明的西

部院校法学学科体系

甘肃政法大学校长郑高健

以《构建特色鲜明的西部政法

院校法学学科专业体系》 为题

发言。 他提出要发挥中西部高

校的区位优势， 发挥其在服务

区域法治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

用， 强化问题导向， 围绕国家

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 立

足实践， 推动传统法学教育向

数字法学教育转型， 着力培养

一批熟悉西北地区民族宗教状

况， 适应艰苦环境， 愿意扎根

西部的高素质基层法治人才。

国内法治与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创新机制

厦门大学法学院宋方青教

授发言的题目是《统筹推进国

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创

新机制》。 她表示， 基于当前

复杂的全球化国际局势， 加快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精通涉外

法、 国别法的人才是提升我国

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要。 高校

应当结合自身学术传统和文化

优势， 培养熟悉中国国情， 能

够清醒观察和审视国际局势，

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

法律服务的涉外法治人才。 同

时， 还应着眼于实践， 提高教

师的国际化水平， 推动教师与

实务部门的双向交流， 充分利

用数字化技术， 打造新型的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时代发展中的法学

教育

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

记、 院长郭雳教授以 《时代发

展中的法学教育》 为题发言。

他表示， 面对科技巨变， 未来

的法学教育面貌将会发生变

化， 现有的法学课程可能不足

以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 需要

探索新的教育模式， 以培养能

够适应新时代挑战的法律人

才。 高校要坚守法学教育“立

德树人、 德法兼修” 的根本使

命， 还要与时俱进， 不断创

新， 以培养能够为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做出贡献的法律人才。

科技创新背景下法
学教育的路径选择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秦天

宝教授作题为《科技创新背景

下法学教育的路径选择》 的主

旨报告。 他深入分析了科技创

新与法学教育的关系， 认为科

技的快速发展为法学领域带来

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法律要回

应时代发展， 需坚持“还原

论” 和“系统论” 两种路径并

行， 跳出传统理论和框架， 在

传统的规范教学基础上， 引入

其他学科知识， 实现理论创新

和制度设计， 构建起具有中国

特色的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新时代法学实践教

育的定位难点与突破

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熊伟

教授以《新时代法学实践教育

的定位难点与突破》 为题发

言。 他认为， 实践教学是法学

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学

校应在知识教学的基础上， 将

实践教学融入长期培养计划，

针对不同层次的法学教育实行

不同的实践教学要求。 他通过

分析当前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

存在的问题， 提出可利用计算

机、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通

过虚拟仿真方式增强实践教

育。 学校和法治部门及法治机

构共同参与法学教育， 培养适

应时代发展的新一代法治人

才。 （朱非 整理）

□ 记者 朱非

□ 记者 朱非

日前， 西南政法大学成立

信访工作法治化研究中心并召

开信访工作法治化座谈会。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

记、 校长林维表示， 希望信访

工作法治化研究中心能够充分

发挥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市信

访办理论研究与实践优势， 聚

焦信访工作法治化面临的实际

问题， 推出系列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信访工作法治化标志性研

究成果、 特色教学品牌和典型

实践案例， 形成一个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于安表示， 信访工作法治化

是法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 是

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

向指引， 通过科学有效的基础

性研究， 有助于厘清信访工作

法治化的结构性关系， 为中国

法治体系增添新亮色。

（朱非 整理）

西南政法大学成立
信访工作法治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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