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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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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六十部作品，刻录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
中，西南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发出的一种声音、沉淀的一种思考，与时人共鸣，更让后人知晓并体悟
一代又一代西政人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福祉，负责任地思考过什么、呼吁过什么。
这是西南政法大学为建校六十周年所提交的一份学术答卷，也是西政人为中国民主法治发展献上的累
累教研果实和片片赤诚之心！
　　我们真切地期待着学术界对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系列文库进行庄重批阅。
更真切地期盼当下和未来的读者们细细品味、神思交游，一同探索、领悟中国法学教育、中国法治建
设、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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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期重庆总校校学员的主要来源中，公教人员占招生人数的58％，学生占31％，工人占7.7 ％，
其他占3.3 ％。
学员中大学文化程度占招生人数的28％，专科11％，高中38％，初中18％，小学5％，主要接收的是各
机关留用人员、编余人员及新招失业知识分子。
　　从学员组成情况看，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办学初衷得到了体现。
1950年3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发给川东行署的文件就明确指出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吸收旧人员
及知识分子培养干部的方针”，这一方针在后来的公开文件中也进一步被表达出来：“为了培养国家
建设人材，给有志为人民服务的新旧知识分子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以迅速有效的方法，团结、改
造广大知识分子，使之迅速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是当前的重大任务。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建校之初，学校尚无专职的教师队伍，学校干部训练计划指出：“目前主要
的问题是没有专职教员，而一般的政治理论课程均由行政上负责同志担任。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干部都到学校作过报告，上过大课。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张际春等很多干部都以报告的方式给学员上大课。
邓止戈、郑思群、黄觉民等担任学校领导工作的干部也同时担任教学工作。
费孝通、廖井丹、刘革平、孙志远等领导干部都担任过学校的教学工作。
邓小平专门对西南局领导干部强调，要把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讲课当成大事严肃对待，凡被西南革大
请到讲课，都应当成政治任务去完成，首先把其他工作摆下来，认真准备，不要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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