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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学教育状况（2009）》旨在客观描述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风貌，逐年反映中国法学教育
领域的基本状况，以专题调研方式深入探讨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记录我国法学教育取得
的成就，以期为中国法学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提供系统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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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财税法教育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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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校史学习　　在河北大学校史馆，同学们仔细观看了每一张照片，仔细走过了每一个展厅
，通过讲解员的细心讲解，同学们深刻的了解了河北大学以及政法学院的发展历程，河北大学由历史
上的天津工商学院，几经易名与搬迁，最后落足保定并发展成为河北省实力最为雄厚的综合性大学，
走到了河北省教育的最前沿；政法的学子们更是体会到了政法学院由弱小走向强大，由初步建立走向
逐步完善；一个学院由萌芽时期的幼稚与生涩，走向壮大与成熟的探索与艰辛。
我院目前拥有师生千余人，并且拥有多个硕士授权点与博士授权点。
政法学院每年都为社会培养出了大量的知法、守法、懂法、护法的优秀毕业生。
我们政法新生对河北大学尤其是政法学院的热忱与爱戴油然而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通过校史学习，我们政法学院的一批新生，立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踏着政法学院前辈走过的路，
在大学四年里努力学习本专业知识，并且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在各个方面不断充实完善提高自
己，以河北大学为一个新的起点，努力迈向一个新的历程，开始一个新的启程。
在“实事求是，笃学成行”校训的感召下，作为一个政法学院的学生，遵守校纪校规，以自己今天的
努力书写校史明天的辉煌是每个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学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无上的光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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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法学教育状况》（2009）一书，从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状况入手，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教育及其对当前中国法学教育教学的指导意义，在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施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这一命题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祝愿《中国法学教育状况》越办越好，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法学教育教学实践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司法部司法鉴定局局长、教授（霍宪丹）　　　　《中国法学教育状况》（2009）在分析当
年中国法学教育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运用较多篇幅介绍了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基本经验，并着重分析
了中国当前财税法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展示了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新趋势。
该书还突出介绍了办学特色鲜明、风格各异的四所高校法学教育的基本经验，这对全面认识中国法学
教育的现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一向认为，法学教育的差异性是客观的，也是合理的。
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正在告别粗线条、区分度不大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以精细化和个性化为特征
的发展阶段。
应当看到，时代在变，法律在变，法学教育也必须随之适度变革。
我们各个法学院都有自己的使命，各类法学院都有自己的定位，祝愿全国的法学院都能够不断提高办
学木平，在各自的发展征途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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