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机会。

（五）重视加强思政素质，贯彻自觉性和理论深度

学生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抱有基本的感性认识、具有朴素的爱国情怀。应

加以适当引导，帮助学生实现理论化飞跃。

二、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主要方案

（一）创设了多种类、多阶段的教学培养项目

本校为了满足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多样化需求，设立了面向不同学生的多

元化培养项目。具体如下：

1.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培养本硕贯通培养。2012 年底，我校获批教育部涉

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并从 2013 年起开设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

（2021 年更名为“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以下简称涉外班），每年招生约 60

人。自 2013 年以来，经过充分研究国内外著名法学院校的经验，跟踪几届涉

外班学生的学习反馈和方案执行效果，培养方案历经 5 次调整和完善。涉外班

设立“涉外班法语特色项目”，自 2017 级学生开始，部分学生采取“法学+法

语”双外语培养模式，这是我校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的重要创新。

(参见支撑材料 2 和 3)

对于本科学习阶段综合考核排名前 30 名的学生，可通过我校研究生推荐

免试攻读我校国际法学（涉外法治方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两年。

2.联合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班本硕贯通培养。2021 年起，中国政法大学获北

京市学位委员会批准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成立“联

合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班”，每年招生 30 人，两校各招 15 人，学制四年。考核

合格的，可通过我校研究生推荐免试攻读我校国际法学（涉外法治方向）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两年。

（图：2020 年 9 月 4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涉外法治人才本硕贯通培养合作

协议》签订现场）

（图：2020 年 9 月 15 日，“涉外法治人才本硕贯通培养”招生宣讲现场）

3.国际法学专业（涉外法治人才方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项目。2021 年起，

我校每年通过推荐免试选拔 50 名本科专业为英语、小语种的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通过接收推荐免试生的方式，到我校攻读国际法学和比较法学专业全日制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

4.国际法专业中外合作办学培养项目。经教育部批准，我校与美国圣路易



斯华盛顿大学每年合作招生约 30 名。该项目在中国政法大学两年，获国际法

专业硕士学位；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一年，获法律硕士学位。

5.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根据教育部学位管理与

研究生教育司、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关于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

研究生培养项目的通知》文件精神，2021 年，我校开始招收本科非法学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学制三年。

（图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总图示）

（二）建构了完善的教学内容体系

1.建设高质量的教材体系。在教材建设方面，孔庆江教授参与编写《国际

经济法学（第二版）》，为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霍

政欣教授针出版全英文教材《国际私法（英文版）》，这是中国国际法学界首本

以英文写作的中国国际私法教材，霍政欣教授还独著并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教材”《国际私法》，是学校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5.3”重要讲话精神而出版的本科生品牌教材。



2.教学内容融入国际法最新规则、规范、制度，关注最新动态发展。首先，

关注最新规则。以核心课程《国际经济法概论》为例，每学期都会融入下属法

律部门的新规则，如《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等。其次，关注热点问题。比如美国对华技术禁令、多边贸易体制困境、中国

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 RCEP、全球抗疫法律问题、日本核废料排放法律问题等。

再次，关注最新学术思想。课堂融入了国际法的包容性原则、尊重治理模式多

样性基础上的非歧视原则等最新思想成果。

3.建立梯队教学辅助模式。梯队教学解决了本体系知识更新较快、内容较

为零散的问题，让老师之间可以合作互补，及时弥补个人更新知识的不足。

（三）搭建多方位的多语言学习环境

1.多语种教学融入专业教学。我校进行了一系列课程改革，不仅增设了多

语种课程，还在法学专业课程中直接使用外语教学。目前共邀请国际知名学者

150 余人次来校开设国际课程。

2.开设国际法大讲堂。我校致力于邀请在国际法学界颇有建树和知名度的



国际学者直接与学生进行探讨，组织了 50 余场国际专家的英文讲座，增加了

学术交流场合的学生外语素质。

（四）创建面向实践的教学形式，拓宽深造与就业渠道，与多机构深度合

作

1.举办模拟法庭教学活动。我校奉行“学以致用”的人才培养方式，先后

投入 600 多万元，建设了 3 个信息化模拟法庭和 1个国际模拟仲裁庭。每年组

织学生参加 20余项国际学科竞赛。2014 年以来我校学生共获得国际法学类赛

事的冠军或一、二、三等奖 30余项。（参见支撑材料 4）

2.角色扮演方法与浸入式体验。我校开设法庭辩论技巧、律师事务等十余

门角色体验课程，请同学们扮演涉外律师的角色有效拉近同学与课堂内容的距

离，增加学生的参与意识。

3.多平台多维度教学法。我校开通“学习通”线上学习平台，更好地调动

所有同学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

（图：课堂上使用“学习通”进行互动，同学们针对课堂的问题即时投票，

增加了参与的积极性。）



4.设立交流深造项目。我校已与美国 William and Mary 学院、加拿大达

尔豪斯大学、美国杜兰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

荷兰莱顿大学等国际顶尖法学院签署了交流合作协议；2019 年，学校入选了国

家留学基金委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

5.建立实习任职渠道。学校通过社会筹资，建立 1000 万元的“本科生国

际交流基金”，每年资助 30名左右的本科生赴国外实习实践。据不完全统计，

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毕业生不下 10人。2016 年，我校启动了世界银行/国际金融

公司实习项目，累计派出本科生 22人。2017 年暑期，我校首度选拔 4名优秀

本科生赴香港律政司实习。2018 年，我校受留基委资助出国实习实践的学生高

达 103 人。（参见支撑材料 5）

（图表：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情况）

（五）注重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我校重视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加强教学与我国实



践的联系，以涉及我国的国际案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深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热情。

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创新点

（一）紧密跟随时代需求

当下我国和世界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多边贸易体制困境、“一

带一路”建设所伴随新型政治风险等国际社会环境变化均与本体系息息相关，

必须随时关注国际社会、国际政治、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和社会需求。

课程还需要响应数字经济时代对传统国际法规则的挑战，回应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最新数字技术发展对国际法新型规范的需求。

（二）致力完善课程体系

为了应对瞬息万千的变局，我校致力于培养同学们对整个学科体系的把握

能力、将知识结构化的意识，以此用把握规律的方式来能动地适应变化。我国

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都对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治建设上的话语权提出需求。故完

善课程体系也是响应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科体系需要的必然使命。

（三）无缝对接实践需要

本成果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了实践教学方法，通过模拟法庭的课

堂授课、日常训练和竞赛实战，学生能够通过独立思考建立完整的法律适用思

维，运用法学思维处理实际法律问题，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从而具备了未

来走向法律职业的专业素养。

（四）灵活融合思政目标

本培养体系致力于帮助学生理解当今国际经贸秩序现状，以具体而贴切的

方式来引发同学们思考并认识中国所坚持的多边主义和跨国经济体制自由、开



放化的重要性。同时，注重养成学生在法学专业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方法论看待问题的习惯，启迪学生自发、自觉运用相关原理认识国际法乃至

整个法学、社会科学领域现象。

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教学成果丰富

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我校创设了五类专门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

并在全校推广了 51 门全英文的法律课程，聘请了近百名国际知名专家来我校

任教或讲座。

在教学改革方面，团队教师参与了多项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包括，孔庆江

教授负责北京市教改项目《“国际型、多语种”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霍政欣教授负责的北京市教改项目《国际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兰

花副教授负责的校级项目《涉外法律人才实践技能培养》，祁欢教授负责校级

教改项目的《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

在教学理论研究方面，团队教师还撰写了多篇教学研究论文，包括：霍政

欣教授《论英美法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地位：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载于《澳

门法学》2016 年第 2 期；《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培养国际型卓越法律人才的重

要途径》，载于《中国法学教育文集》2015 年卷。（参见支撑材料 6）

（二）培养质量优异

我校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学校国际合作区域覆盖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225所高校及机构。加入全球法学院联盟等一批国际教育组织，

获批北京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培养基地。获批国家留基委“优秀本科

生国际交流项目”的数量位列全国第五。



（三）社会影响广泛

我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收到全球高校同仁的关注，2012 年至 2018 年

我校前后共接待了近 30 个批次的国外法学院校的访问团，并就相关涉外法治

人才的培养做了相关交流。

团队教师积极推动国家涉外法律体系建设，参与国家立法或咨询。孔庆江

教授多次受发改委、商务部、司法部、贸促会等国家机关部委的委托，在外商

投资法、中美经贸关系、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提供专

业支持和咨询建议，其中一份得到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车路遥老师两次获得国

资委批示。

孔庆江教授、车路遥老师团队曾于 2019 和 2021 年参加 WTO“公共论坛”

活动，并以分论坛承办方的身份积极参与有关世贸组织改革议题的讨论。我校

是国内承办 WTO 公共论坛分论坛的先驱者，获得各方广泛赞誉，彰显了与会专

家的高超专业水平和我国承办国际会议的实力。车路遥老师于 2019 年赴苏格

兰邓迪大学担任“全球学者”，为当地教师和学生讲授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的

中国方案。

（图：WTO 公共论坛现场盛况，几乎“站无虚席”。）



朱利江教授领导的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团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品德高

尚、业务精湛的涉外法治人才，团队学生就业于各国际法领域，如联合国黎巴

嫩特别法庭、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我国

的外交部等党政事业单位、国内和外资知名律所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等，为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参见支撑材料 4 和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