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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期  

王利明口述实录  

经典中国•我和我的祖国 

法制网记者 张亦嵘 见习记者 袁定波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

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

员。谈起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法学教育的发展，王利明的思绪回到了三

十年前——— 

      1977年深秋，我在乡下插队，赶上恢复高考，就报考了湖北财经

学院法律系。那年，全国只有三个院校的法律系招生，名额也不多，我

们那个班也就50人。那时，“文革”刚结束，“文革”中打砸抢、抄家

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选择学法律就是想做点儿事，

别叫“文革”的事再发生。 

      刚进校那会儿，还没什么法律，学的多是政策。1978年颁布了刑

法、刑诉法，法律一下子热了起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法

制建设提得很高，我对学习法律也有了新的认识，感到在中国法律真的

非常重要，学习法律是大有可为的。 

      我的本科时代，国家百废待兴，法学教育当时还很落后，那时的教

材还都是油印的讲义，民法学连教材也没有。 

      我真正了解民法，还是1981年上半年考研时的事儿。那时，我的

一个老师借给我一本佟柔教授写的民法概论，限我3天后还他。我拿了

那本小册子，一口气儿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就是凭我对这本渗透民法基



本原理的小册子的理解，考上了人民大学佟柔老师的研究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法学教育的起步阶段，北大、人大开始招

本科生、研究生，但人数很少，人大本科生一届也就五十多人，研究生

也就十来人。司法部编了统一的教材，法律各学科的教材也都有了，这

对规范法律教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人民大学也编了自己的教

材，民法、刑法概论等必修课教学用的都是自己编的教材。 

      80年代中后期，人民大学先有了刑法博士点，后来又有了民法博

士点。我就是那时考的博士。 

      我是1984年留校的，法学院(那时还是法律系)只有两间屋子，一

间是办公室，另一间是资料室。老师的待遇也差，我分到的是间危房，

但很知足，我们系一个副主任住的还是防震棚。 

      80年代后期，学校开始对外交流，派出一批教师去国外进修或者

做访问学者。我1988年去美国进修，当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和国

外的差距太大了。我看到人家的法学院图书馆，既漂亮，藏书又多，就

想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这么好的图书馆。也感叹人家学生的生活条

件，至于教师的待遇，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年轻教师没

房，院领导考虑的大事就是怎么从学校给自己的教师争房子。 

      那时，外国人不大看得起我们，他们对中国的法律也不大感兴趣，

更谈不上和我们平等地交流了。我当时就想，我们和人家差距大，只有

赶上他们，才谈得上平等地交流。我们院这些去国外进修的教师后来都

回国了，这些学成回来的教师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使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期，也带动了教

育的发展。这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加了，教师的待遇也提高了不

少。1993年，人民大学给法学院分了一层半的楼房，这比两间屋子强

多了，外宾来参观，说像个法学院了。我们招的学生也多了，每年本科

生、双学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起来有250人左右。学院里有了完整的

教材，教师有了科研经费，积极搞科研，我们也出了一批很有质量的科

研成果。 

      到了2000年后，我们的法学教育事业有了飞速发展，去年报考我



们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达六千多人，最后录取了六百多人。 

      去年，我们搬进了18000平方米的教学大楼。我们有了一流的教

室、报告厅和图书馆，有了网站和电子阅览室，有了完整的数据库。我

们每个学期能组织三十多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中国的法学走向了世

界，来参观的外宾都说，想不到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得这么快。 

      我们现在提出：“力保国内第一，力争世界知名”的口号，就是要

推进法学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我们提出的现代化不仅是教学设施现

代化，教学观念、知识、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也要现

代化。国际化也不仅限于国际交流，更重要的是教学质量、科研水准也

要向国外知名大学看齐，我们要盯住哈佛、耶鲁这类世界名校，要了解

他们的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只要是有利于培养高质量学生的方法，

我们都要借鉴，我们必须走向世界，也要在国际上争得我们的位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过应有的贡献。我们的

老师参与过国家的立法，我们的许崇德教授参与了从第一部宪法到后来

三部宪法的起草，也参与了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高铭暄教授参加

了刑法的起草；佟柔教授参与了民法通则的起草。 

      我们和国家司法机关的关系密切，国家司法机关遇到重大的司法解

释和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经常邀请我们的教师参与。 

      我们的教师还积极参与国家的法制宣传，我们的教师9人11次为中

央领导和全国人大常委开过法制讲座；我们的老师还积极参与普法宣

传，经常参与电视台法制节目的制作。 

      我们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司法界的高级干部，一大批知名的法学

家和大学的法律教师都毕业于人大法学院。 

      从我上大学学习法律以来，到现在不过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

我亲历了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期，我的经历也折射了我们国家法

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的法学教育大有可为，大有希

望。 

      小资料 



【返回】  

      据统计，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国只有两所大学设有法学院(系)。

1992年全国也只有63所大学设有法学院(系)，到1995年增加到140

所，到2002年底，全国已有33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设置了法学院(系)或

法学专业。目前，据教育部有关部门的权威统计，设置了法学院(系)或

法学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已达六百多所，是1992年的近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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