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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一）总体概况 

1.基本情况 

法学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78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

外贸易系即设立“国际商法教研室”，开始招收国际贸易法硕士生。1984年，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国际经济法系”。1984年，成为全国首批获得国际经济法

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1997年，国际法学二级学科获选全国首批“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2 年，国际法学二级学科被教育部批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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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9

月，教育部批准设立国际法学博士后流动站。2006 年，民商法学二级学科被评

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11 年，获批法学博士一级学科。2012 年，法学一级学科

获批北京市重点学科。2017 年，国际法学二级学科入选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开放型经济学科群”）。2017 年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

评 A-。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是我国首批 8 所开展法律硕士教育

试点单位之一，1996 年起招收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每年 30 人左右，近

年来增加到 45 人左右），2009 年起招收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每年 70 人左

右）。迄今已经培养出 2000 余名法律硕士，主要分布在知名律所、各级法院与

检察院、各级政府、国企、外企等就业单位。律所就业比例约占 50%。2018 年，

在全国首届专业学位评估中，本学位授权点获评 A-。 

2.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目前设置了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两个专业。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下设法律+金融方向、国际争议解决方向、涉外律师方向；

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下设普通方向、涉外律师方向。 

（二）人才培养 

1.研究生培养规模 

2021 年，在籍法律硕士（法学）146 人、法律硕士（非法学）162 人，其中

2021 年新入学法律硕士（法学）76 人、法律硕士（非法学）58 人。 

表 1  2021 年法学研究生培养规模情况                       单位：人 

分类 2021 年在籍 2021 年入学 

法律硕士（法学） 146 76 

法律硕士（非法学） 16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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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就业情况 

（1）法律硕士毕业生基本情况 

2021 届法律硕士毕业生中，法律（法学）共 65 人，法律（非法学）共 47

人；男生 24 人，占我院法律硕士总人数的 21.43%，女生 88 人，占 78.57%。 

 

 

 

 

 

 

 

 

 

 

 

 

 

 

图 1  2021 届法律硕士毕业生男女生比例图 

（2）法律硕士毕业生就业总体情况 

2021 年，法律硕士（法学）65 名毕业生中，共有 64 人完成就业，1 名毕业

生待就业，就业率达到 98.46%。实际参与就业的毕业生中，27 人签署三方协议，

37 人与用人单位达成灵活就业协议；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 47 名毕业生中，

共有 45 人完成就业，2 名毕业生待就业，就业率达到 95.74%。其中，1 人出国

深造，1 人国内读博，实际参加就业 43 人。实际参与就业的毕业生中，22 人签

署三方协议，20 人与用人单位达成灵活就业协议，1 人自主创业。 

 

表 2  2021 届法律硕士（法学）就业情况统计一览表 

     方式 

 

学历   

签署三

方协议 
出国 读博 

劳动合同及

用人证明 
待就业 

自主创

业 

就业人数及

就业率 

总计 

65 人 

27 0 0 37 1 0 64 

41.5% 0% 0% 56.9% 1.5% 0% 98.5% 

 

表 3  2021 届法律硕士（非法学）就业情况统计一览表 

方式 

 

学历 

签署三

方协议 
出国 读博 

劳动合同及

用人证明 
待就业 

自主创

业 

就业人数及

就业率 

总计 

47 人 

22 1 1 20 2 1 45 

46.8% 2.1% 2.1% 42.6% 4.3% 2.1% 95.7%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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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硕士毕业生就业分布结构 

就法律硕士（法学）专业而言，在全部 65 名 2021 届毕业生中，有 37 人在

北京地区就业，占就业毕业生总人数的 56.9%，前往上海、广东地区就业的毕

业生总共为 3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6%；赴西部地区就业毕业生共 3 人，占

就业毕业生总人数的 4.6%；赴其他地区就业毕业生共 21人，占就业毕业生人数

的 32.3%。 

表 4  2021 届法律硕士（法学）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一览表 

地区 

类别 
北京 上海 广东 西部 其他地区 

人数 37 1 2 3 21 

比例（%） 56.9% 1.5% 3.1% 4.6% 32.3% 

 

就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而言，在全部 47 名 2021 届毕业生中，有 26 人

在北京地区就业，占就业毕业生总人数的 55.3%，前往上海、广东地区就业的

毕业生总共为 4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8.5%；赴西部地区就业毕业生共 4 人，

占就业毕业生总人数的 8.5%；赴其他地区就业毕业生共 11人，占就业毕业生人

数的 23.4%。 

 

表 5  2021 届法律硕士（非法学）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一览表 

      地区 

类别 
北京 上海 广东 西部 其他地区 

人数 26 2 2 4 11 

比例（%） 55.3% 4.3% 4.3% 8.5% 23.4% 

 

（4）法律硕士就业行业流向呈现“律所”与“公司”双拳头 

2021 届法律硕士毕业生行业选择主要是律师事务所、公司、公检法机关、

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研究生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呈现“律所”与“公司”双

拳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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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法学院 2021 届法律硕士毕业生就业行业选择 

（5）法律硕士毕业生代表性就业单位 

2021届法律硕士毕业生就业单位包括（同一类型按单位名称首字母排序）：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北京汉坤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天元律师事务所等律师事务所；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

发有限公司、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等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等公检法机关； 

国家安全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全国人大机关、山东省委组织部、四川省成都市委组织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 

3.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获奖 

2021 年 3 月 13 日至 4 月 18 日，第 62 届“Philip C. Jessup 国际法模拟法庭

竞赛”（“Jessup 模庭竞赛”）顺利举办。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届赛事在全

球范围内跨洲进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600 所高校队伍云集线上：中国赛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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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代表队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等众多国内知名院校的队伍；国外赛队不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

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据 Jessup 中国赛区组委会的评定，我校代表队

荣获中国赛区团体一等奖（全国第 5 名）和正方书状第一名，在国内 53 所参赛

高校中稳居前列。本学位授权点 2019 级法律（非法学）王飞飞硕士生作为参赛

队员参加了比赛。 

2021 年 4 月 12 日，第八届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英文）竞赛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Moot Court Competition”，下称“ICC 竞赛”）中

国区获奖揭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荣登“总冠军奖”

榜首。这是我校继 2018 年后再次夺冠，也是 2015 年以来第五次晋级 ICC 海牙

国际赛。本学位授权点 2020 级法律（非法学）硕士生陈瑞庭，2020 级法律（法

学）硕士生胡蓉作为参赛队员参加了比赛。 

2021 年 12 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法司、中国法学会世贸组织法研

究会、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的第十

届“中国 WTO 模拟法庭竞赛”（China WTO Moot Court Competition）在线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39 支高校赛队齐聚云上，数量创历史新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综合最佳书状奖”和“竞赛组织奖”。本学位授权点

2021 级法律（非法学）硕士生朱海彬、2021 级法律（法学）硕士生赵雅星作为

参赛队员参加了比赛。 

4.课程建设情况 

2021 年，为了促进教师提高教学质量，采取的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督导的

创新做法主要包括： 

第一，设立培养方案制定和修订领导小组，组织全体教师讨论和修订培养

方案中的课程体系。对于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方案中的

课程体系，尤其是法律（法学）涉外律师方向和法律（非法学）涉外律师方向

的培养方案，组织全体教师进行多次讨论和修订。 

第二，设立课程教学改革专家顾问，定期举行会议，邀请校外专家对法律

硕士课程体系提出完善建议。聘请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法学院校的专家组成课程教学改革专家顾问，

在修订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时，举行专题会议，对课程体系提出完善建议。 

第三，定期组织师生教学座谈会，对课程体系的实际效果进行讨论，进一

步完善课程体系，对具体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效果进行改进。每学期均举行

期中和期末教学座谈会，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学生代表和

各专业的授课老师共同参加，就授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学院教务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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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将座谈会上的意见及时反馈给任课老师，便于授课老师及时改进授课效果。 

第四，引入由校外专家讲授的实务课程，丰富课程体系，与本校教师开设

的课程形成竞争。2021 年度，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司法部组织的全日制法律

硕士涉外律师方向的培养任务，组织联合培养单位汉坤律师事务所、竞天公诚

律师事务所开设了涉外法律文书写作、涉外法律文献检索、涉外模拟法庭、涉

外法律谈判四门实务性课程，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5.学位授予质量保障体系 

根据学校研究生院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和答辩的规定，制定了

《关于完善硕士学位论文学术规范管理及答辩制度的说明（试行）》，加强硕士

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管理。要求硕士研究生在答辩结束后提交论文终稿，在终

稿验收环节，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管理的要求进行学术规范审查。 

6. 研究生奖助情况 

表 6  2021 年法律硕士自设奖助学金获奖情况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奖助项目名称 

1 陈*璇 2020****1465 法律（法学） 冯大同奖学金 

2 钟* 2021****1479 法律（法学） 华裕新生奖学金 

3 崔*君 2021****6009 法律（法学） 华裕新生奖学金 

4 王*宁 2020****1473 法律（法学） 金杜奖学金 

5 胡* 2020****1468 法律（法学） 金杜奖学金 

6 谢*昕 2020****1467 法律（法学） 金杜助学金 

7 黄*祥 2021****1531 法律（法学） 金杜助学金 

8 彭*霞 2021****1551 法律（法学） 金杜助学金 

9 周* 2020****1506 法律（法学） 金杜助学金 

10 刘*怡 2021****1537 法律（法学） 金杜助学金 

11 胡* 2020****1468 法律（法学） 学科竞赛卓越奖学金 

12 袁* 2020****1470 法律（法学） 岳成奖学金 

13 饶* 2020****1463 法律（法学） 中永助学金 

14 陈*敏 2020****1459 法律（法学） 中永助学金 

15 张* 2019****1368 法律（非法学） 冯大同奖学金 

16 朱*楠 2019****1387 法律（非法学） 冯大同奖学金 

17 刘*娜 2019****1369 法律（非法学） 金杜奖学金 

18 陈*庭 2020****1419 法律（非法学） 金杜奖学金 

19 王*飞 2019****1396 法律（非法学） 金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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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奖助项目名称 

20 叶* 2020****1417 法律（非法学） 金杜奖学金 

21 曹*苗 2020****1452 法律（非法学） 金杜助学金 

22 朱*奇 2020****1458 法律（非法学） 金杜助学金 

23 韩*可 2021****1457 法律（非法学） 金杜助学金 

24 干*亭 2019****1378 法律（非法学） 金杜助学金 

25 曹* 2019****1367 法律（非法学） 贸大未来律师英才奖学金 

26 王*飞 2019****1396 法律（非法学） 学科竞赛卓越奖学金 

27 曹* 2019****1367 法律（非法学） 学科竞赛卓越奖学金 

28 陈*庭 2020****1419 法律（非法学） 学科竞赛卓越奖学金 

29 金*婧 2019****1364 法律（非法学） 岳成奖学金 

30 倪*伟 2020****1420 法律（非法学） 中伦助学金 

31 齐*莹 2020****1430 法律（非法学） 中永助学金 

32 张* 2021****1448 法律（非法学） 中永助学金 

33 赵* 2021****1471 法律（非法学） 中永助学金 

34 李*霞 2021****1475 法律（非法学） 中永助学金 

 

表 7  2021 年法律硕士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获奖情况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获奖等级 

1 王*宁 2020****1473 法律（法学） 国家奖学金 

2 胡* 2020****1468 法律（法学） 国家奖学金 

3 王*飞 2019****1396 法律（非法学） 国家奖学金 

4 曹* 2019****1367 法律（非法学） 国家奖学金 

5 陈*庭 2020****1419 法律（非法学） 国家奖学金 

6 胡* 2020****1468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 王*宁 2020****1473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8 陈*璇 2020****1465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9 黄* 2020****1487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10 付*伟 2020****1461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11 袁* 2020****1470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12 刘* 2020****1504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13 郑*达 2020****1521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14 胡*威 2020****1520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15 谢*昕 2020****1467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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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获奖等级 

16 陈*荣 2020****1501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17 饶* 2020****1463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18 黄*为 2020****1469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19 李*阳 2020****1493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20 黄* 2020****1486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21 杨* 2020****1502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22 刘*恒 2020****1464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23 林*雨 2020****1475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24 高*涵 2020****1460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25 钟* 2020****1471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26 支*慧 2020****1490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27 高*潍 2020****1516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28 李*君 2020****1474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29 唐*源 2020****1508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0 刘*蓉 2020****1484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1 陈*敏 2020****1459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2 熊* 2020****1483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3 黄*怡 2020****1477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4 胡*良 2020****1510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5 程*仪 2020****1509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6 农*韩 2020****1500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7 周* 2020****1506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8 邓*婵 2020****1472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39 高*婷 2020****1488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40 周* 2020****1476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41 李*凤 2020****1496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42 吴*欣 2020****1513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43 王* 2020****1495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44 刘*彤 2020****1526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45 李*海 2020****1503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46 王* 2020****1482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47 闫* 2020****1479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48 韩*宇 2020****1499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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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获奖等级 

49 史*煊 2020****1515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0 范*颖 2020****1485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1 冉*璇 2020****1466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2 于*湜 2020****1480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3 赵*南 2020****1497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4 黄*维 2020****1489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5 胡*雅 2020****1511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6 宋*圆 2020****1518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7 袁*皓 2020****1505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8 舒* 2020****1524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59 张*玮 2020****1525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60 吕*博 2020****1481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61 张*强 2020****1462 法律（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62 曹* 2019****136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63 张* 2019****136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64 刘*娜 2019****1369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65 金*婧 2019****1364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66 周* 2019****1379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67 李*宁 2019****138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68 朱*楠 2019****138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69 吕* 2019****1390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0 刘*如 2019****1391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1 王*飞 2019****1396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2 段*辰 2020****1429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3 叶* 2020****141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4 陈*锴 2020****1431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5 商*琪 2020****143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6 刘*言 2020****1426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7 李* 2020****1449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8 陈*庭 2020****1419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79 胡*晨 2020****1411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80 李* 2020****143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81 齐*怡 2020****144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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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获奖等级 

82 张*浩 2019****1366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83 干*亭 2019****137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84 李*溪 2019****1380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85 徐* 2019****1403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86 王*楠 2019****1409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87 王* 2019****136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88 赵*宝 2019****1363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89 张*晨 2019****1365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0 王*珩 2019****1370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1 周*杰 2019****137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2 王*琼 2019****1373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3 张*敏 2019****1374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4 樊*越 2019****1375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5 佀* 2019****1376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6 赵* 2019****137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7 王*禹 2019****1381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8 原* 2019****1383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99 周*徽 2019****1386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0 王*晴 2019****138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1 李*峰 2019****139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2 徐* 2019****1394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3 唐* 2019****139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4 蒋* 2019****139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5 黄* 2019****1400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6 张* 2019****1401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7 刁*京 2019****140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8 刘* 2019****1404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09 马*辰 2019****1405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10 黄*斌 2019****140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11 张* 2019****140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12 韩* 2019****1411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13 徐*凡 2020****1441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14 李*欣 2020****140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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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获奖等级 

115 纪*然 2020****140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16 王*茜 2020****1409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17 罗* 2020****141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18 黄*玲 2020****1413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19 李* 2020****1415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0 陈* 2020****141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1 倪*伟 2020****1420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2 董*文 2020****1421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3 冯*墨 2020****142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4 朱*奇 2020****1423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5 *冰 2020****1424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6 张*悦 2020****1425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7 高* 2020****1427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8 杨*晨 2020****142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29 齐*莹 2020****1430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0 赵*涵 2020****1433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1 张*斐 2020****1434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2 韩*哲 2020****1435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3 姜* 2020****143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4 孟*柯 2020****1439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5 李*茹 2020****1440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6 武*华 2020****144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7 李*梅 2020****1446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8 李*莲 2020****1451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39 曹*苗 2020****1452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40 张*源 2020****1453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41 徐*红 2020****1454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42 伍*文 2020****1456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143 朱*奇 2020****1458 法律（非法学） 学业奖学金二等 

 

7. 专业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司法部组织的全日制法律硕

士涉外律师方向的培养任务，与汉坤律师事务所、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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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律师事务所、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等五家单位签订了

联合培养协议，上述五家联合培养单位作为本学位授权点法律硕士专业涉外律

师方向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基地，将为学生提供就业、实习、观摩、交流等人才

培养环节的重要支持。 

（三）师资队伍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与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共享师资。师

资队伍建设最大的特色在于国际化，包括国际化的专业设置、国际化的课程设

置、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在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方面，坚持师德为先，把师德

表现作为教师招聘、人才引进、年度考核（聘期考核）、学习培训、境内外研修、

评奖评优、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及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推选、科研项目申

报、导师遴选、硕（博）研究生招生、干部选任等方面的“第一标准”。 

导师队伍的博士化率达到 97％以上，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曾在国外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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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

者崭露头角，在法学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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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荣誉或客座教授。 

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入选司法部全国 15 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 

研究生培养单位，并对法律硕士继续实行校外实践导师制，新聘请 70 余名校外

实践导师。实践导师的来源包括知名律所律师、法官、检察官、仲裁员、知名

公司法律事务负责人等。 

（四）科学研究 

2021年，获得 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立项、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立项。发表论文 70 余篇，其中中文核心期

刊 36 篇，外文 A 类期刊 2 篇；出版专著 6 部；研究报告 14 篇，其中获省部级

领导批示 3 篇，副总理以上批示 1 篇；新立项横向课题 15 项，项目经费总额

211.5 万元。 

新设研究中心 2 个，并实际负责学校新设立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

研究院的具体工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的成立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是我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会议精神的重要举

措。新成立的研究院将围绕涉外法治这一研究中心，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

这一传统优势学科为基础，整合外语学院、英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

理学院等学院的相关学科和资源，创新体制机制，服务好国家对外开放战略。 

（五）社会服务 

2021 年，共举办了 12 场高端学术研讨会。代表性活动包括：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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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与美国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合作举办“2020 年全球数据隐私的大局

与变量”在线研讨会。2021 年 3 月 29 日，邀请中外学者通过 Zoom 视频会议平

台举行“《中国—欧盟投资协定》”线上学术研讨会。2021 年 4 月 19 日，举行

“涉外法律人才政策支持及人才素质评价体系”研讨会。2021 年 4 月 24 日，与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外卖平台‘二选一’行为的竞争法规制”研讨

会。 

二、学位授权点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论文抽检情况 

2021 年，北京市对本学位授权点 2019—2020 学年度硕士学位获得者进行硕

士论文抽检，共抽检 8 篇，无存在问题论文。  

（二）自我评估存在问题 

1.学科建设回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存在不足。法律硕士的学科建设方针、

培养方案设置、课程体系安排等内容在回应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上仍然存在着

不充分、不准确等问题。 

2.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亟需寻找新的改革点。如何以已经取得的国际化人

才培养成果为基础，在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上取得更多具有突破性、率先性的

人才培养成果，存在着较大的难度。 

3.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如何与学生平时的学习内容、实习就业等问题实现联

动，存在较大的困难。 

三、改进措施 

（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1.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寻找新的改革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完善。

未来将进一步加大与美国知名法学院的联系与合作，在更高端的平台上探索国

际化人才培养的新突破点。全方位加强学院与境外国家（地区）法学院特别是

美国 TOP10 法学院的交流及合作，在 LLM、JD 等各类学位项目录取上实现更

多的增长。 

2.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就业单位之间的合作与联系，

探索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方向与新机制。 

3.探索新的法律硕士培养方向，未来将在法律硕士（法学）已有的金融法、

国际争议解决、涉外律师三个方向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培养方向，并在培养方

案特别是课程体系设置和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上进行完善。对于法律硕士（非法

学），也将积极探索类型化的培养方式，并完善课程体系设置和学位论文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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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 

（二）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1.加强对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培训，探索更加适用于法律硕士人才培养

特点的导师指导体系。 

2.更多发挥法律硕士校外实践导师的作用，在课程体系、培养方案、实习

就业、境外实习交流等方面充分利用好校外导师的资源。 

（三）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1.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结合现有的研究基础，鼓励支持教师围绕新的

学科方向建立研究团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高端智力支持，提升

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影响力。 

2.鼓励导师发掘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潜力，促进法律硕士研究生基于自

己的学术研究兴趣写作和发表论文。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1.进一步创新学科文化宣传的内容，集思广益，特别是集中各界校友的建

议，开拓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素材。 

2.进一步创新学科文化宣传的形式，集中完善学院官网、公众号推送等渠

道，加强新媒体的对外宣传。 

（五）国际合作与交流 

1.外籍师资引进方面，进一步扩充和引进优秀外籍师资，扩大兼职外教的

聘任，加大邀请海外访问学者的力度。 

2.与国外法学院的合作交流方面，进一步提升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与世

界一流高校法学院加深合作交流。 

3.国际化教学平台建设方面，除模拟法庭竞赛、国际组织实习之外，积极

尝试其他促进学生海外学术交流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