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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依法治国与法学教育”论坛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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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0至11日，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

“依法治国与法学教育”论坛在北京友谊宾馆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主办，清华大学法学院承办，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金会、清华大学郑裕

彤法学发展基金协办。会议汇集了国家教育、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中国法学会的有关领导和全国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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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义与中国法学教育》新书发布会 暨
曾宪义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顺利召开

2021/01/18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获评中国法学会
2020年度优秀研究会

2020/12/18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

2020/11/18

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结果公
告

2020/11/05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严格
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 的若干意…

2020/09/30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专业
学位研究生 教育发展方案（2020-…

2020/10/01

校、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日本、新加坡等国高校法学院长

代表共300余人。会议以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背景，围绕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律职业化建设、十字路口的

国际法学教育、模拟法庭教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0日上午，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开幕，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

教育研究会会长张文显，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公丕祥教授，司法部

司法考试司副巡视员王红，教育部高教司财政政法与管理教育处处长吴燕，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李仕

春，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付子堂教授，教育

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贾宇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

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房绍坤教授，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吴

汉东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姚建宗教

授，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胡建淼教授，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张守文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法

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赵秉志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季卫东教授，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王晨光

教授，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何勤华教授，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怀效锋教授，中国法学教育研

究会副会长郑成良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黎宏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院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大元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黎宏教授致欢迎词，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期待此次盛会能达成更

多共识，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复建二十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以及2020年左右建设国内领

先、世界一流法学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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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会长在主题报告中回顾了去年的工作情况并介绍新一年的工作安排。针对全面推动法学教育改

革和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张文显会长就优化培养环境、建设知识体系、推动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

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化教育管理和领导体制改革和建设教师队伍等方面提出了六点建议。

 

围绕法学教育改革发展的话题，吴汉东教授阐述了四对关系：第一，普及化与精英化，应对中国法学

教育膨胀与高水准培养需要的局面；第二，规范化与特色化，既有法律专业教育的规范标准，又有院校之

间和而不同；第三，专业化与融通化，法学技能的专门性与知识储备的复合型相统一；第四，本土化与国

际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催生学术研究和技术合作的国际交流，而现代法学教育又终将从国际化回归到本土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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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燕处长在发言中,着重介绍了“十三五”期间教育部的以下重点计划：一、推进本科教学质量标准

体系建设；二、推进国家或区域急需专业的建设和改革；三、建设万名创新创业人才库；四、推进高校教

师教学能力建设；五、推进专业的质量认证制度建设；六、建立拔尖人才重点的培养机制；七、建设若干

所有特色高水平的应用型高校；八、提升服务创新驱动能力，增加中西部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

 

贾宇教授围绕教育部高校法学类教指委2015年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后的改革任务：把握法学教育的战

略机遇期，按照职业的标准培养法治人才；法学教育的学制改革；法学教育的培养模式改革；法学教育的

课程体系改革；法律职业准入基准学位制度改革；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法律职业资格与

法律就业关系的改革；法律师资队伍结构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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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子堂教授强调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尤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对此，他提出五点建

议：第一，明确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第二，探索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的衔接机制；第三，继续开展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硕士教育的案例库教学；第四，强化法律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实践教学工作；第五，加强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评估监督。

开幕式上还进行了第四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颁奖仪式，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叶秋华教授

做颁奖说明并宣读获奖名单，由与会领导为获奖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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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下午及11日上午，会议以分论坛形式采取主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嘉宾分别

围绕“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与法学教育”、“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律职业化建设”、“十字路口的国际

法学教育研讨”、“模拟法庭教学研讨”四个分论坛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交流。

在四场分论坛后，举行了本次年会闭幕式，闭幕式由付子堂教授主持。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烟台大学校长房绍坤代表第一分论坛，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陈德敏

教授代表第二分论坛，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王晨光教授代表第三、四分论坛，分别对各分论坛讨论

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

 

 

分论坛总结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杜焕芳教授就由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和烟台大学法学院联合发起的第一届全国法学本科生学术论坛做了

汇报。常务理事会通过审议确定下一届年会的承办单位是内蒙古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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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教授代表承办单位进行了发言，他总结了会议的承办情况，并诚挚的感

谢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对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信任、感谢两个研究会的领导和秘书处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

代表远道而来参会、感谢会务组同事和青年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并将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旗移交给下届

承办单位内蒙古大学法学院院长丁文英教授。

 

 

 

张文显会长致闭幕词，对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复建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和肯定。本次年会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研讨法学教育，阐明了解决法学教育深层次问题的根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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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向和着力点，以及开创法治教育全面改革新局面的基本思路。倡导各理事单位关注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

展，踊跃参与，建言献策。本次年会和论坛在全体与会代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闭幕。

    年会期间，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分别召

开了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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