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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以
“
法英双学位班

”
为研究基点

杨军

摘要
�
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重点是涉外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培养

。

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
、

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

人才队伍是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的应有之义
。

综合比较我国 目前各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 “
法英双学位

”

模式是很好的选择
。

法

英双学位班的开设需要对学制的安排
、

课程的设置
、

师资的配备
、

教材的选择
、

教学方法的独特性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

才能探索出独

具特色的
“
法律�英语

”
复合人才培养模式

，

逐步培养
“

精英明法
”

跨界英才
，

助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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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审视
�

全球化视野下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 人才模式的创新
。

推进中外合作办学
、

开设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

紧迫性 养实验班
、

招收英语专业毕业生攻读法律硕士都是不错的选择
，

����年开始实施的
“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

旨在全面 培养出了大批法律
、

英语知识复合型人才
。

这些人才职业素质高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

提高我国法科人才培养质量
。

此计划实 超
，

具有突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

国际化法律思维能力
、

国际法律

施重点是
“

培养应用型
、

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
” ，

并把
“

培养涉外法 应用能力
。

然而上述模式的推进对高校级别要求较高
，

大多数地

律人才
”

作为培养应用型
、

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突破 口
。 〔�〕
党 方高校没有能力进行中外合作办学

，

没有资格招收法律硕士或开

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 “

法律人才
”

表述为
“

法治人 设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
，

因此
，

我们还需要探索应用面

才
” ，

明确提出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要求
，

并重点提出要建设 更广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

通晓国际法律规则
、

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 � 他山之石
�

对山东大学
、

中国政法大学等院校卓越涉外法治人

伍
。

才培养模式的实践考察和借鉴

目前我国有约���个高等院校招收法学专业学生
，

每年有十 山东大学在探索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上有很大突

几万法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题
。

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 破
。
����年

，

山东大学获批全国首批
“

应用型
、

复合型法律职业

学生就业报告》 ，
����一����年

，

法学专业连续六年登上
“
红牌专 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
和

“

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
两个建设项

业
”

榜
，

低水平法治人才呈明显过剩趋势
。

与此相反
，

高素质法治 目
，

为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
，

山东大学设立了
“
国际型卓越法治

人才却少之又少
，

涉外高素质法治人才更是奇缺
。

据统计
，

我国 人才培养实验班
” ，

其中的
“

法英双学位班
”

是由法学院与外语学

律师中���在国内从事法律服务
，

在国外从事法律服务的仅占 院联办的五年制法学与英语双学士复合型人才培养班
。

此班特

��
，

我国有���的涉外案件因涉外法治人才的匿乏鲜有人问 别强调学生法律素养与英语能力的深度融合
，

致力于培养一批具

津
。

涉外卓越法治人才的奇缺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向外推进
，

有国际视野
，

通晓国际规则
，

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拔尖涉外

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瓶颈
。

如今
，

一方面在中国外资企业
、

合资 法治人才
。 〔�〕
另外中国政法大学 ����年招生的

“

涉外法治人才培

企业急切需要精通法律和英语的双料人才�另一方面
，

随着中国 养模式实验班
”

是从合作办学角度培养卓越法治人才的
。

其学制

企业海外市场的拓展
，

此类人才需求更是旺盛
。 口〕
因此

，

我们可 为四年
，

如果学生在前三年能将法学专业培养方案规定学分修

以预见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前景将会十分广阔
，

涉外法治人才的发 满
，

可以申请提前毕业
。

最后一学年
，

学生可以 自愿申请到与中

展空间将无可限量
。

国政法大学的合作高校学习
，

并可获得该校的���
�

学位
。

除上

� 困境反思
�
我国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分析 述两院校之外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华东政法大

我国在����年加人 从 ��后
，

很多高校就意识到了复合型法 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浙江大学等高校都做了类似的探索和尝试
。

治人才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并开始了涉 � 模式选择
�

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开办
“
法英

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

在法学专业开设双语或全英文课 双学位班
”

程
、

开设法学双学位班是比较早的模式
。

然而由于缺少针对性的 由于各高校多同时开设法学和英语专业
，

学校可以通过整合

培养方案
、

师资力量匿乏
、

教学方法难以创新等原因导致这两种 资源
，

根据自身优势开办
“

法英双学位班
” ，

培养卓越涉外法治人

模式运行状况并不理想
，

不能将英语和法律深度融合
，

也很难培 才
。

此班以培养卓越涉外法治人才为终极 目标
，

因此在学制安

养出具有国际视野
、

外语能力好
、

法律综合素质高的卓越法治人 排
、

生源选择
、

课程设置
、

教材编写
、

师资力量配备
、

实习基地开拓

才
。

上都要围绕此目标凸显其特色
，

突出卓越涉外法治人才的
“

卓越
”

随着法学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
，

部分高校继续涉外卓越法治 和
“

涉外
”
两大特殊要素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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