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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学教育状况（2010）》在对2010年中国法学教育状况全景扫描的基础上，试图从不同视
角对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为中国法学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思路。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2010年度中国法学教育基本状况，主要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分别从教
育师资、学生培养和科研发展状况三个方面纵向地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第二，中国法学教育总结研究报告，主要对中国法经济学教育发展30年、全国性法学研究生学术奖励
平台构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第三，中国法学教育经验介绍报告，介绍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调研报告；中央
民族大学法学院发展模式；中华女子学院本科法学教育经验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教
育经验介绍报告。
第四，附录，分别就2010年度法学教育重要研究成果、2010年度中国法学教育十大新闻、2010年度法
学教育重要会议三个方面进行了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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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序一
序二
导言
第一部分 2010年度中国法学教育基本状况
一、法学教育师资状况
二、学生培养状况
三、科研发展状况
四、小结
第二部分 中国法学教育总结研究报告
专题一 中国法经济学教育发展30年（1983～2012）
一、法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和发展
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法经济学发展状况
三、中国法经济学发展的未来展望
专题二 全国性法学研究生学术奖励平台构建的探索与实践——以“全国法学专业研究生企业法务征文
奖”为例
一、2009年第一届“企业法务征文奖”简况
二、2010年第二届“企业法务征文奖”简况
三、2011年第三届“企业法务征文奖”简况
四、“企业法务征文奖”的经验与前景
附件：法学研究生学术奖励平台设奖单位及近年评选办法一览
第三部分 中国法学教育经验介绍报告
经验介绍报告一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调研报告
一、关于以往毕业生的调查
二、法律硕士学院、学生基本情况简介
三、新形势下做好我院学生工作的基本思路
附件一：2010年致校友贺卡
附件二：法硕学院2011届毕业生感谢信
经验介绍报告二 崇德尚法明理笃行——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强特色、入主流、国际化”发展模式探
索
一、办学特色
二、发展目标
三、条件优势
四、举措思考
经验介绍报告三 培养女性法律人才推进性别平等——中华女子学院本科法学教育经验介绍报告
一、基本特色
二、主要成效
三、发展展望
经验介绍报告四 “社科法硕”“七个一”建设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教育经验介绍
报告
一、“一师”——双向选择的导师制度
二、“一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通用教材
三、“一讲”——“社科法硕”学术沙龙活动
四、“一考”——国家司法考试
五、“一所”——“社科法硕”初、中、高级班法律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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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网”——中国法硕网
七、“一报”——《中国法硕》
附录
一、2010年度法学教育研究成果
二、2010年度中国法学教育十大新闻
三、2010年度重要法学教育会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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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学术研讨会方面　　1991年1月由时为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朱敬一博士组织，台湾地区行政
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赞助，台湾大学经济系、法律系承办的台湾地区“法律的经济分析研讨会”，该会
不仅将法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而且第一次提供了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沟通与对话
的平台。
由于受大陆法系及欧陆哲学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会上，不少法学界人士对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以及适
用范围相当怀疑。
会后，许多经济学家被邀请参与相关的法学研讨会。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许多有关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台湾地区的专业学术期刊上。
　　1996年上半年台湾地区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持续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学门规划专
题研究”座谈会，对从1991年至1995年台湾地区发表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台湾大学经济
系朱敬一教授受邀请对5年内台湾地区法经济学研究做了总结，指出法经济学在台湾地区处于“新生
期”；从研究成果来看，该学科表现不突出。
该座谈会最后提出了《经济学科相关学术机构未来发展策略与规划重点与其他学科之整合关系》的建
议书，对法经济学的建议是，建议台湾大学经济系和法律系教师合作，进行学科整合。
　　2000年5月由时任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朱敬一研究员组织，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所承办第一届台湾地区“法与经济分析学术研讨会”。
该次会议聚集了政治、经济与法律等三方面的学者，以比较广义的“法”领域作为研究范围，包括了
宪法、民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甚至是法理学的领域，以及对法的经济分析的本质探讨。
参加此次会议的是台湾地区各学界其中包含政治、经济与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研究
生、律师以及政府机关人员，反响强烈，影响深远。
此后，该研讨会由台湾中正大学法学院谢哲胜教授主持召开，一直延续至今，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5
月28日在台湾中正大学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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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怎样才能有效反腐是中国学者和普通百姓热议最多的话题之一。
虽然当前反腐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腐败形势仍然严峻，这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反腐败和廉
政建设最终还是要依靠法制，而法制的深层次内容就是制度建设。
制度不能局限并停留于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制度必须真正被社会所尊崇、为人们所执行，
只有这样，法制才能成为法治，法治才能由理想成为现实，这一切都有赖于发达的法治教育。
只有法治教育的现代化才能带来法制建设的现代化，而法治建设的现代化，需要法治教育研究的专门
化与学科化。
在走向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通过法学教育培养精通法条的各类法律工作者，而且更需要
通过法学教育培养具有法律道德、弘扬法治精神的优秀法律人才。
《中国法学教育状况》使人既能看到中国法律教育已有的进步，又能了解其还存在的不小差距。
　　——李永忠（中央纪委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著名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
　　　　当代法学教育不仅承担着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推进法治进程的使命，更应当以培
养具有广博的法律知识，精细的专业技能，崇尚公平、正义和法治的法律人才为己任。
《中国法学教育状况》一书客观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存在的问题，使我们
更加深刻地体认到中国法学教育工作者肩负的神圣使命和时代责任，值得大家认真研读。
　　——张富强（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南理工大学财经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　　　　中国法学师资队伍的存量有多少，他们都在研究和关注什么，未来的法律人才正在经历着
怎样的教育，中国的法学院各自有着怎样的特色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状况不仅为理论界所关心，也
是司法实务界关切的热点。
全国高校、研究机构的法学院所是中国法治人才的摇篮，其师资配置、研究与培养人才的方向、方式
、方法等都是事关我国法治发展的重大问题，值得专门研究。
广东省是我国的律师大省，律9币总人数即将位居全国第一。
当前，我们正在制定《广东省律师队伍人才建设五年规划》，此书的出版必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
本书值得法学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也值得司法实务部门的同道借鉴。
　　——詹礼愿（法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后，一级律师，广东省律师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博
厚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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