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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同济大学举行教育

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

基地建设推进会暨涉外法治司

法实务课程开班仪式。 浦东法

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毛海波以

“涉外商事审判实务热点及展

望” 为题开启首次授课。

据介绍， 2023 年底， 同

济大学正式获批教育部涉外法

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 上

海二中院、 浦东法院为法院系

统协同单位。 今年 3 月 6 日，

同济大学成立了涉外法治人才

协同培养创新基地管理委员

会， 在特色领域、 重要行业培

养具有同济特色的涉外法治人

才上持续发力。

浦东法院与同济大学此次

推出的系列涉外法治司法实务

课程， 将围绕涉外刑事、 涉外

民商事、 涉外知产、 涉外金融

等专题探讨涉外前沿热点问

题， 帮助同学们开拓法治视

野， 提升综合法律素养和涉外

司法实践能力。 （朱非 整理）

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

同济大学与浦东法院推出涉外法治司法实务课程

日前， 华东政法大学召开

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座谈会。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

为禄表示， 在涉外法治研究院

和涉外法治学院建设的基础

上， 学校要加强区域国别学的

研究发展。 他还提出， 关注国

家急需紧缺的研究论题， 推动

学校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体系

通过量变达到结构性变化。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于

明教授认为， 要坚持“一专多

长”， 做好区域国别法和其他

学科交叉研究， 希望进一步成

立区域国别学研究院， 作为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在

总结时表示， 区域国别学科建

设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注重亚非拉地区、 “一带一

路” 和金砖国家相关研究， 为

国家的政策制定、 学术研究和

国际交流提供支持。

（朱非 整理）

区域国别研究应关注国家需求

华东政法大学召开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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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主办首届法律博士专业学位培养研讨会

法律博士人才培养应避免同质化

“教育法典分则编纂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构建系统完备的教育法治体系

  3 月 21 日， 由教育法典

编纂课题组主办， 中国法学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 中国政法大

学法治政府研究院、 西北政法

大学行政法学院 （纪检监察学

院）、 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研

究中心、 西北政法大学教育立

法研究基地共同承办的“教育

法典分则编纂研讨会” 在西安

召开。 与会专家围绕教育法典

分则编纂的四个核心部分， 以

及单行立法教育考试法及其入

典路径展开研讨。

职业教育应与普通
教育有效衔接

黑龙江大学校长王敬波就

职业教育编的编纂情况作了说

明。 她表示， 职业教育不应仅

仅被视为“受教育权” 的范

畴， 而应与普通教育、 终身教

育等体系有效衔接， 避免局限

于传统的教育框架。 编纂过程

需解决体系化不足的问题， 确

保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

关系， 并关注国家教育强国和

人才振兴的整体规划。

保障高等教育学术
自由与教育质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

乐对高等教育编的编写情况进

行了汇报。 他认为， 要特别关

注公立和民办高等教育的关

系， 高等教育编应涵盖教育规

划、 大学的组织与活动、 教师

和学生的权利与义务等各个方

面， 并强调学术自由与教育质

量保障。 高等教育的法典不仅

要融入现有的法律框架， 还要

与职业教育法、 学位法等相关

法律体系进行有效衔接。

基础教育编应以受
教育权为核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申素平汇报了基础教育编的

撰写情况。 她表示， 基础教育

的框架设计需关注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三个

主要方面。 该编应以受教育权

为核心， 特别关注学前教育与

高中教育的法律保障。 当前的

方案包含了学前教育、 义务教

育及普通高中教育的相关内

容， 虽不完美， 但作为从无到

有的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学位法、 考试法入
典仍需考量

安徽大学原副校长、 教授

程雁雷对高等教育编作了补充

说明。 她认为， 要以现行《高

等教育法》 为基础， 进一步明

确高等教育编的定位、 调整范

围及章节结构， 把握与总则及

分则各编在相关问题上的分工

和边界， 如教育规划、 教育考

试、 教育投入与保障、 教育评

估、 教育督导、 教育标准、 教

育法律责任等等。 在具体制度

设计中， 学位法、 考试法、 教

学成果奖条例等作为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否需要纳

入法典之中， 值得深入研究。

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法律关

系、 法律行为及责任形式等尚

需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

与会专家学者就教育法典

分则编纂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

设性意见。 专家们认为， 教育

法典分则编纂需科学立法、 民

主立法， 充分吸收各方意见，

确保法律体系的系统性、 协调

性和可操作性。

本次研讨会的举办为教育

法典分则的编纂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也为构建科学、 系

统、 完备的教育法治体系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

引。 未来将继续深化合作， 推

动教育法治建设迈向更高水

平， 为教育强国的建设贡献力

量。

（朱非 整理）

  3 月 18 日， 首届法律博

士专业学位培养研讨会暨中国

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揭牌仪式在

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举行。

与会学者就法律博士培养体系

的完善、 法律博士专业学位制

度创新等方面展开研讨。

法律博士学位申请

应提交专业实践成果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中国

法学会副会长、 全国法律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马怀德作题为“完善

法律博士培养体系与评价标

准” 的主旨报告。 他认为， 在

培养目标上， 要有坚定政治立

场、 过硬专业素质和卓越实践

能力。 课程设置应结合本校实

际与专业特色， 分模块进行。

实习实训要纳入培养方案， 合

理规划时长、 课程和实践机构

等。 申请学位应提交专业实践

成果， 运用专业知识和基础理

论说明实践成果的创新性， 专

业实践成果要满足学位法的有

关要求。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中国

法学会副会长林维围绕“服务

急需、实践导向、交叉融合———

法律博士培养的方向定位与模

式选择” 的主题发言。 他认为

法律博士不是法律硕士简单

“升级版”， 其培养旨在推动理

论与实践融合。 未来培养应坚

持“三个突出”、避免“三化”：突

出服务急需、 实践导向、 交叉

融合； 避免功利化、 宽松化、

同质化。 西政将结合自身优

势， 围绕国家战略开展培养工

作。 他期望各院校通力合作，

共同推进法律博士培养事业。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中国

法学会副会长范九利校长以

“培养应用型高层次法治人才

的西北实践” 为题， 介绍了西

北政法大学法律博士培养情

况。 学校 2012 年起开展博士

人才培养项目， 积累了丰富经

验， 现已组建 70 余人导师团

队， 设四个招生方向： 国家安

全法治与民族宗教事务治理、

“一带一路” 法治保障、 社会

治理法治化、 刑事一体化与犯

罪治理。 他希望相关部门加强

统筹指导， 助力高端法治人才

培养， 推动法治建设。

打破学科壁垒构建

协同联盟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罗培

新作题为“打造具有时代特

征、 上海特色、 华政特点的法

律博士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的

主旨报告。 他结合政府工作经

验， 就法治人才培养目标提出

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一是理论

与实践关系， 实务部门需要高

质量法学理论指导， 院校可将

法律博士提炼的重大法律问题

融入教学； 二是共性与个性关

系， 华政结合上海发展需求设

置八个法律博士培养方向， 他

强调各院校应重视法律职业伦

理这一共性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实教

授代表因公务离会的副校长覃

红以“推进法律博士专业学位

教育高质量发展 夯实中国特

色法治人才体系” 为题发言。

他表示， 中南大在法律硕士培

养上积累了经验， 构建了“三

阶” 实训体系。 并对法律博士

培养有四点思考： 定位聚焦中

国式现代化法治场景； 创新培

养模式， 打破学科壁垒构建协

同联盟； 创新教学体系， 提升

专业能力； 改革评价体系， 以

解决真问题为导向。 他希望共

建培养标准、 打造智库协同网

络、 实现国际化突破， 携手各

院校回应时代命题。

法律博士培养应突

破二级学科界限

辽宁大学副校长兼法学院

院长闫海作题为“法律博士专

业学位制度的功能拓展与机制

创新” 的报告。 他认为法律博

士制度不仅是人才培养创新，

还能发挥更多作用， 打造“共

生共荣” 成长点。 为此他提出

两点思路： 一是开发实践教育

资源， 让法律博士学员担任导

师或实务助教参与实践教学；

二是引入项目制产出实践成

果， 类比工程博士机制， 让委

托单位参与培养， 监督实践成

果质量， 助力构建中国法学知

识体系。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 研究

生院院长常安以“关于法律博士

培养的四点思考” 为题发言。 他

认为， 法律博士培养应面向具体

法治领域， 突破二级学科界限；

把握国家法治化建设机遇， 面向

国家治理全局； 根据国家需求和

学校特色差异化发展； 坚持应用

导向的同时， 注重学术训练和学

术伦理， 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领军型法治人才。

据了解， 《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发展方案 （ 2020-2025）》

明确提出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

位， 中政大等八所院校于去年 7

月获得首批法律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点。 与法学博士学位不同， 法

律博士专业主要培养实践型法律

工作者。 2024 年年底， 中国政

法大学将法律硕士学院更名为法

律学院。 该学院是迄今为止全国

唯一以培养法律专业学位人才为

目标的专门学院， 采取双导师

制、 国际化培养， 坚持实践导

向， 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合

型、 应用型、 国际型的高层次法

治人才。 （朱非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