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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培养方案

一、学院简介

法学专业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历经 40 年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目

前已经成为学科体系设置相对完整、国际法专业特色鲜明、学术和教学水平比肩一流的知名法学院。

法学院设有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课程体系，2002 年，国际法学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

级重点学科”，为目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仅有的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之一。2006 年，本院民商法学

专业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07 年，法学院获评教育部“国际化法学人才特色专业建设点”及教

育部“全国双语教学示范点”。2011 年，法学院获批法学博士一级学科点。2012 年，法学一级学科

获批北京市重点学科，同时法学院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被批准为“应用型、

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法学院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为目标，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法学院教

师的博士化率达到 98.28％，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国外名校法学院学习或进修，包括耶鲁大学法

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密西根大学法学院、加州伯克利大学法学院和剑桥

大学等。法学院教师近年来科研成果丰硕，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4 项，省部级课题 162 项。

一批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脚，在法学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此外，法学院聘请了一些

来自国外著名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的知名人士担任我院外教、荣誉或客座教授。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在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独立从事法学专业工作的创新型高层

次法律专门人才。

法学院通过案例研讨、专题讨论、法学经典名著研读、模拟实验等多种教学方式，结合暑期国

际学校项目，通过实施“国内 -国外联合培养项目”，强调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合理性，注重培养其创

新能力、实践能力和敬业精神，强调所培养的学生须具有“四会”本领，即：精通法学专业理论和

实践能力；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知识；熟练运用专业外语，并了解现代信息技术。

三、培养路径

本着上述目标，在专业课程学习上，学院开设了 17 门法学必修课程（包括了教育部颁布的 16 门

法学专业核心课和法学院自主设置的必修课），要求所有攻读法学本科学位的学生必须修读。为了

培养学生的国际经济贸易知识和外语能力，学生还应当在公共必修课平台中修满本培养方案规定的

公共课学分。对于非常优秀的学生，学院特别开办了以培养“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国际组织方向）”

为目标的实验班，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择优录取。选入实验班的学生适用专门的培养方案，以强化其

专业外语特长和国际经贸法优势，并在学院的国际学科竞赛、出国交换和国际组织实习等海外实习活

动方面予以优先考虑。与此同时，学院还开设了 50 余门、约 100 学分的学科专业选修课，基本涵盖

法学各分支学科，这些课程有的侧重于法学基础理论，有的侧重于法律实务。按照本培养方案的要求，

非实验班的学生大体需要选修 18门、约 36学分的专业选修课；实验班的学生至少需要选修 2至 3门、

约 4至 6 学分的法学专业选修课，此外还需选修 2至 3 门金融类或者英语类的专业选修课。法学院以

培养法学专业基础好、外语水平高、外贸能力强的“通用类”人才为主，以“学术类”和“创业类”

人才为辅。对于此类学生，建议学生在学科基础选修课领域，重点选修案例研讨课、实验课以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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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兴趣的相关基础理论课程；对于有志于从事法学学术研究的学生，建议在学科基础选修课领域，

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重点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选修一些专题研讨课、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选修

课，以及与个人兴趣紧密相关的案例研讨课。对于有兴趣从事创业的学生，建议侧重于选修民商法、

经济法领域的选修课；同时在公选平台上注重公司财务、会计和管理类课程的学习。

四、专业准入标准（课程）和准出标准（课程）

拟转入法学专业的学生，至少已结修读中国法制史、宪法、法理学、民法学或民法总论 1.、刑法

学 6门课程中的 2门，且考核成绩在 70 分以上（包含 70 分）。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课

LAW117 法理学 32 2 2

LAW101 中国法制史 32 2 3

LAW113 宪法学 32 2 2

LAW210 民法学 48 3 2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LAW206 刑法学 48 3 2

拟转出法学专业的学生，以学校规定的基本条件为准，法学院原则上不设限制条件。

1　注：《民法学》（LAW210）和《民法总论》（LAW257）任选其一，转专业申请时仅认定其中 1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