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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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双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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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法学学科入选教育部第二轮双一流学科（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应用经济学学科群）。

本学科以中国的对外经贸事业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建设有鲜明国际经贸法学

特色的高水平学科体系。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战略目标，以不断创新为基本路

径，紧紧围绕《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突出特色、全面发展，落实国家“依法治国”方针，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

战略提供决策咨询，培养高端国际法律人才，提供社会需要的高端法律人才。

2.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科目前设置了国际法学、民商法学、数据法学、经济法学、法学理论、

诉讼法学、刑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等八个主要的二级学科。此外，还设置了

涉外法治、金融法、市场监管法等特色学科方向与实务学科方向，并聘请众多的

律师、法官、仲裁员为学生开设相应的课程，计入学分。以传统学科为依托，加

强基础学科建设，创新特色学科方向与实务学科方向，从而完善学科体系设置，

进一步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二）人才培养

1.法学研究生培养规模

2024 年，在籍法学博士研究生 75 人、法学硕士研究生 174 人，其中 2023

年新入学法学博士研究生 17人、法学硕士研究生 85人。

表 1 2023年法学研究生培养规模情况 单位：人

分类 2024年在籍 2023年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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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2024年在籍 2023年入学

国际法学硕士 74 34

民商法学硕士 44 21

经济法学硕士 33 16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 7 4

法学理论硕士 3 3

刑法学硕士 6 3

诉讼法学硕士 7 4

法学博士 75 17

2.法学研究生就业情况

2023年，法学研究生共有 87人参与就业，相关情况如下：

表 2 2023届法学研究生毕业生分专业就业情况

专业 总数
签署三

方协议

灵活就

业
出国 升学 待就业 签约率 就业率

国际法学

（含博士）
36 19 14 2 0 1 52.78% 97.22%

经济法学

（含博士）
17 9 7 0 0 1 52.94% 94.12%

民商法学

（含博士）
19 11 8 0 0 0 57.89% 100%

法学理论 3 2 0 0 1 0 66.67% 100%

诉讼法学 4 2 2 0 0 0 50% 100.0%

刑法学 4 1 2 0 1 0 25% 100%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4 4 0 0 0 0 100% 100.0%

总体 87 48 33 2 2 2 55.17% 97.70%

在 2023届法学硕士毕业生中，2名学生选择继续留在国内高校深造，包括

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2名硕士毕业生选择前往国外高校深造，包括莱顿大

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除进一步升学深造外，2023 届研究生毕业生的行业选

择主要集中在公司、律师事务所、公检法机关、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2023届
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生行业选择主要是公司、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如北京元亨

铭达贸易有限公司、四川省司法厅等。

表 3 2023届代表性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就业去向

序号 姓名 专业 单位名称

1 韦** 国际法学 四川省司法厅

2 林* 国际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4

表 4 2023届代表性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就业去向

序号 姓名 专业 单位名称

1 张** 法学理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

2 赵** 法学理论 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 刘** 法学理论 中国政法大学

4 李* 刑法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5 杨** 刑法学 清华大学

6 钟*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北京市司法局政府法治研究中心

7 吴**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8 祁**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 黄**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10 刘** 民商法学 中核华泰建设有限公司

11 杜** 民商法学 云南省文山州人民检察院

12 江* 民商法学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13 王** 民商法学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14 杜** 民商法学 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15 吴** 民商法学 瑞萨电子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6 赵** 民商法学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供电公司

17 裴* 民商法学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18 魏** 民商法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19 肖** 民商法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周* 民商法学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1 刘* 民商法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2 段** 民商法学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3 蔡** 民商法学 北京市植德律师事务所

24 赵** 经济法学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5 史** 经济法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6 魏** 经济法学 教育部机关服务中心（教育部机关服务局）

27 石** 经济法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计厅

28 王* 经济法学 通用技术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29 张** 经济法学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0 杨** 经济法学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管理培训中心

31 杨** 经济法学 中国纺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32 郭** 经济法学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

33 高* 经济法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34 舒** 国际法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3 刘** 国际法学 北京物资学院

4 王** 民商法学 北京市中信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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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单位名称

35 尹** 国际法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36 郎** 国际法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 黄* 国际法学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38 郭** 国际法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39 李* 国际法学 天元（北京）律师事务所

40 杨** 国际法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41 王* 国际法学 北京比特大陆科技有限公司

42 潘** 国际法学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43 谢* 国际法学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吉安监管分局

44 项* 国际法学 宁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5 弋** 国际法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朝外街道办事处

46 李** 国际法学 北京好雅实业有限公司

47 郭** 国际法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研究所

48 王** 国际法学 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49 罗** 国际法学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50 卢** 国际法学 中邮普泰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51 吴** 国际法学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52 员** 国际法学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53 王** 国际法学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54 李* 国际法学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55 张** 国际法学 中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6 盛** 诉讼法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57 陈** 诉讼法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58 李** 诉讼法学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配餐服务分公司

59 蒋** 诉讼法学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3.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获奖

（1）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第 21届中国区域赛全国亚军；第 64届

国际总决赛全球 48强；

（2）Willem C. Vis 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第 30届 Vis维也纳赛

全球 64强；第 13届上海邀请赛全球 4强；第 1届坎昆邀请赛全球 4强；

（3）普莱斯传媒法模拟法庭竞赛：第 16届全球赛全球 4强；第 17届亚太

区域赛晋级决赛；

（4）FDI国际模拟投资仲裁竞赛：第 9届亚太区域赛冠军；第 16届华沙热

身赛冠军；第 16届全球总决赛第 5名；

（5）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第 10届中国区域赛全国一等奖；

4.课程建设情况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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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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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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仲裁方向和法律（非法学）涉

外律师方向、国际仲裁方向的培养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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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司法部组织的全日制法律硕

士国际仲裁方向的培养任务，组织联合培养单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海问律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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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模拟仲裁训练、涉外法律谈判、国际商事调解等多门实务性课程，取

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5.学位授予质量保障体系

根据学校研究生院和本学科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预答辩和答辩的

相关规定，对加强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管理作出专门规定。严格执行学校制

定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

为检测及处理办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办法》，严防学

术不端，严管论文质量，严控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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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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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研究生奖助情况

表 5 2023年法学研究生获本学科自设奖助学金学生信息表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奖助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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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奖助项目名称

1 李*毅 2023****1413 法学硕士 金杜奖学金

2 朱*颖 2023****1415 法学硕士 金杜奖学金

3 李*祺 2023****3015 法学硕士 金杜奖学金

4 孙*璇 2023****1461 法学硕士 金杜奖学金

5 张*韬 2022****1482 法学硕士 岳成奖学金

6 文*林 2022****1502 法学硕士 中伦文德奖学金

7 陈*婷 2022****1488 法学硕士 国际组织人才奖学金

8 张*韬 2022****1482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9 张*凡 2022****1486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0 文*林 2022****1502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1 谢*煾 2022****1498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2 程*珊 2022****1492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3 吴*婕 2021****1417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4 郎*臻 2021****1387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5 郭*颖 2021****1407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6 黄*蕙 2022****1487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7 李* 2023****1462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8 梁*奥 2021****1401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19 张*颜 2022****1485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20 孙*璇 2023****1461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21 周*西 2022****1453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22 侯*希 2022****1497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23 蔡*琪 2023****1464 法学硕士
国际性学生学科竞赛卓越奖

学金

24 卢*瑶 2020****1399 法学硕士 金杜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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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奖助项目名称

25 要*慧 2022****1455 法学硕士 金杜助学金

26 汪*玲 2023****1424 法学硕士 金杜助学金

27 郭* 2023****1503 法学硕士 金杜助学金

28 陈*意 2023****1438 法学硕士 年利达助学金

29 邓* 2023****1457 法学硕士 年利达助学金

30 赵*颖 2022****1456 法学硕士 金杜助学金

表 6 2023年法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情况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型 专业 奖项名称

1 曹*峰 2020***10087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国家奖学金

2 张*韬 2022***71482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国家奖学金

3 张*颜 2022***71485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国家奖学金

表 7 2023年法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奖情况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型 专业 奖项名称

1 曹*峰 2020***10087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一等

2 张* 2022***40113 法学博士 经济法学 博士一等

3 王*弥 2020***10089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一等

4 董*媛 2022***10104 法学博士 宪法与行政法学 博士一等

5 邹*远 2022***20106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一等

6 黄*明 2020***40100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一等

7 曹*娇 2022***10103 法学博士 宪法与行政法学 博士一等

8 董*超 2020***32016 法学博士 经济法学 博士一等

9 马*明 2021***10102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10 宋*鑫 2020***10088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11 徐* 2020***10094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12 张*铭 2022***40114 法学博士 经济法学 博士二等

13 王*正 2020***20097 法学博士 诉讼法学 博士二等

14 王* 2020***40104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15 崔*伟 2020***40106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16 贺*桐 2021***20107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17 陈*瑶 2020***40102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18 陈*恺 2021***12002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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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型 专业 奖项名称

19 郭*豪 2022***50120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20 洪*卉 2020***40101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21 崔*洁 2020***40105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22 文*平 2021***20105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23 杨*毅 2021***20106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24 孙*昕 2022***30112 法学博士 诉讼法学 博士二等

25 李*童 2022***50117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26 王*天 2021***10100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27 任* 2020***10090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28 祝*翔 2020***10092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29 肖* 2020***10093 法学博士 民商法 博士二等

30 赵*晨 2020***10096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31 王*超 2020***30098 法学博士 经济法学 博士二等

32 王* 2020***30099 法学博士 经济法学 博士二等

33 张* 2021***10101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34 章*睿 2022***10105 法学博士 宪法与行政法学 博士二等

35 迟*雨 2022***20110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36 罗* 2022***20111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37 解* 2022***40115 法学博士 经济法学 博士二等

38 杨*琪 2022***50118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39 冯*敏 2022***50119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40 何*宇 2020***10095 法学博士 民商法学 博士二等

41 张*韬 2022***71482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42 张*颜 2022***71485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43 文*林 2022***71502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44 周*西 2022***41453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一等

45 张*凡 2022***71486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46 黄*蕙 2022***71487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47 程*珊 2022***71492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48 叶*琪 2022***51464 法学硕士 诉讼法学 硕士一等

49 谢*煾 2022***71498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50 侯*希 2022***71497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51 李*洪 2022***61466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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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型 专业 奖项名称

52 赵*颖 2022***41456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一等

53 许* 2022***21435 法学硕士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硕士一等

54 余*润 2022***61467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一等

55 康*菲 2022***71483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56 范*宇 2022***43013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一等

57 卢*瑶 2020***71399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58 张*铭 2022***61476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一等

59 江*成 2022***71491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0 向*兮 2022***51463 法学硕士 诉讼法学 硕士二等

61 郭* 2022***41446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62 陈*伊 2022***21436 法学硕士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硕士二等

63 张*曦 2022***31440 法学硕士 刑法学 硕士二等

64 侯*竹 2022***71514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5 黄*婷 2022***71501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6 陈* 2022***21437 法学硕士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硕士二等

67 艾*桐 2022***41449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68 张*羿 2022***71494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9 陈*丹 2022***41459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70 赵*泽 2022***41443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71 吴*瑾 2022***71484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2 陈*婷 2022***71488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3 李* 2022***61465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74 张*馨 2022***71516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5 陈*晗 2022***41441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76 白*婷 2022***41445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77 李* 2022***41452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78 洪*娴 2022***71513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9 要*慧 2022***41455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80 钮*阳 2022***31438 法学硕士 刑法学 硕士二等

81 张*怡 2022***61475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2 胡*园 2022***71499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83 李*娜 2022***61472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4 宋*玥 2022***41442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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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型 专业 奖项名称

85 丁* 2022***41451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86 谢*音 2022***61477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7 张*文 2022***71495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88 钱*洁 2022***71493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89 孙*洋 2022***51462 法学硕士 诉讼法学 硕士二等

90 卢*苑 2022***31439 法学硕士 刑法学 硕士二等

91 刘*豪 2022***61480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92 彭*雅 2022***71506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93 郭*晨 2022***61469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94 李* 2022***41460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95 聂*楚 2022***61471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96 程*然 2022***61478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97 杜*欣 2022***41454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98 宋*凡 2022***71500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99 苏* 2022***61473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100 刘*哲 2022***41447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101 任*遥 2022***71496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102 袁*锦 2022***71489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103 段*峰 2022***41444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104 丁*匀 2022***71505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105 高*爽 2022***71512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106 黄*梦 2022***71508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107 马*蔚 2022***73014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108 侯*菲 2022***41448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二等

109 蔺* 2022***61479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110 吴*丹 2022***61470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表 8 2023年法学研究生小米奖学金获奖情况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型 专业 奖项名称

1 许* 2022***21435 法学硕士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小米奖学金

2 文*林 2022***71502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小米奖学金

3 汪*玲 2023***41424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小米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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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队伍建设

本学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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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导师队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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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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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研究生队伍建设取得重要成果。引进应届博士后、博士生共 2名，

专业包括刑法、民商法，充实了相关学科的师资力量，为学科梯队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四）科学研究

1.教师科研情况

2023年，获得 8项省部级项目立项；发表论文 8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

40余篇，外文核心期刊 6篇；出版专著 5部；被采纳或批示的研究报告 15篇。

统筹推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的具体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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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生科研情况

2023年，法学研究生在 CSSCI来源刊物及其扩展版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近 30篇。

表 8 2023年法学研究生学术发表情况一览表

姓名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类别 发表时间

赵**
经营者集中非剥离救济的执行与

监督
财经法学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3-02-08

许**

我国逃税罪免责条款的反思与立

法完善——以比较税法上的主动

披露制度为视角

财经法学 CSSCI 来源期刊 2023-11-15

程**
“守门人”责任视角下平台私法

事前审查义务的构建
南大法学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3-05-24

陈* 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逻辑理路、 当代经济管理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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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类别 发表时间

安全困境与应对策略

陈**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我国商

签经贸条约的新范式
国际法研究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9-15

王**

Research on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for Criminal Law on

Mental Violence

US-China Law

review
CSSCI 来源期刊 2023-09-01

王**
“套路贷”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

研究文献综述
科研论文折算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6-05

徐*
“‘民刑共治’下的版权治理研

究”文献综述
科研文献折抵 CSSCI 来源期刊 2023-10-31

由* 互联网平台算法推荐的法律规制 中国出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22-07-15

由*

著作权权能内容的解释依据——

以广播组织利用音乐作品授权机

制研究切入

中国出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23-04-30

由*
沉浸式剧本娱乐作品的著作权保

护及侵权认定
经贸法律评论 CSSCI 来源期刊 2023-02-18

林*
国际投资条约中投资便利规则研

究
科研文献折算 CSSCI 来源期刊 2022-11-30

刘**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教育数据安全

治理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

学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23-02-01

曹**
迈向负责任 AI:中国 AI 治理趋

势与展望

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23-07-12

曹** 论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安全规制
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
CSSCI 来源期刊 2023-03-20

王**
中国网络平台法治化运营路径探

微

财经理论与实

践
CSSCI 来源期刊 2023-05-26

韩*
农村承包地第二轮到期延包的政

策维度、法权映射与对策建议
农村经济 CSSCI 来源期刊 2023-12-25

祝** 平台互联互通的规制路径

华南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

学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23-10-26

徐*
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文

献综述
科研文献折算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3-10-27

徐*
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所得税征收

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学报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3-01-15

洪**
No-U-Turn Clauses in Chinese

Investment Treaties

Beijing Law

Review
CSSCI 来源期刊 2024-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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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类别 发表时间

姜**
上市公司董事责任保险之责任范

围界定
保险研究 CSSCI 来源期刊 2022-12-25

曹**
党支持司法的规范内涵及其制度

逻辑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2-05-31

曹**
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现代化

法治现代化研

究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3-08-16

（五）社会服务

2023年，共举办了 30余场高端学术研讨会。代表性活动包括：2023年 11

月 25日，第三届惠园“一带一路”法治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功举办。本

次论坛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

一，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法治研究中心、法学院、涉外法治研究院

和科研处联合承办。2023年 11月 18 日，“国际商法 2023年年会”在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成功举办。本届年会以“制度型开放背景下的国际商法新发展”为主题，

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法研究所、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涉外法治研究院、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2023年

11月 7 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主办，国枫法律研究院与《经贸法律评

论》编辑部协办的第二届“公司法青年谈”学术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成功举行。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

国枫法律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对外经贸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

究中心等机构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大学、

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实务界律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等 40余人

参会。

二、学位授权点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论文抽检情况

2023年，在国家和北京市组织的学位论文抽检中，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全

部合格。

（二）自我评估存在问题

1.学位论文质量仍需常抓不懈，多年来的硕士论文抽检均合格，导致管理意

识出现松动；硕士论文量大、面广，要求进一步从严从紧，反思存在问题论文的

发生原因，从学院、导师、学生三个层面，继续加强论文质量管理。

2.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回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存在不足。各个二级学科的建

设内容以及教师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回应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上仍然存在着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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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足、力度和精准度不够的问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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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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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端人才引进滞后于学科发展需要。知名学者、成熟学者的引进面临着较

多的困难。

5.高端发表仍是学科科研发表的短板。在中英文高端刊物上的发表仍然存在

不足。

6.随着国际化人才培养和留学生培养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外籍师资较为紧张，

与一流世界大学法学院的合作交流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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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D等各类学位项目录取上实现更

多的增长。进一步促进博士招生与培养体制改革，加大学术型培养导向，增加更

多的学术型就业。

2.对于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未来将进一步协调专业能力培养与语言能力培养，

增设专业训练与语言训练并重的特色课程，在就业环节推动和帮助实现学术型硕

士生的多元化高水平就业。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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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管理。

3.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未来将加大对博士招生环节的严格把控，进一步完

善审核制招生的实施细节；在培养环节加强学术能力训练，督促博士生导师加强

博士生培养的投入；在毕业论文答辩环节从严把控。

（二）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1.高端人才引进，未来将在学校层面争取更多支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加盟。

2.成熟中青年学者引进，未来将在学校层面争取更多支持，在学科层面出台

相应的配套措施，吸引更多成熟的中青年学者加盟。

3.内部的青年教师培养，未来将以本学科的青年教师工作委员会为基础，加

强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并设置相应的学术发展要求。

（三）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1.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结合现有研究基础，鼓励支持围绕“一带一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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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建设”“竞争法与竞争政策”“数字经济法律治理”“质量与标准化法治”等方

向，建立研究团队，产出系列学术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高端智

力支持，提升学科影响力。

2.高端发表方面，未来将从加大科研奖励、鼓励教师参加学术会议、加强学

术交流等方面解决目前的困难。对于英文发表，未来还将考虑采取工作责任制的

方式，鼓励青年海归教师有针对性地加强英文发表。

3.科研项目的立项和结项方面，未来将加大对已经立项的负责人结项工作的

管理和督促，同时以青年教师为抓手，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的立项工作予以推

动。

4.决策咨询报告、领导批示等社会服务层面，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宣传社会服

务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加大对决策咨询报告、领导批示等科研成果的激励，

以产出更多的高端社会服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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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英文网站的运行与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提升国际声誉，开展

参与 QS排名的准备工作。

3.与国外法学院的合作交流方面，将进一步提升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出访

世界一流高校法学院并加深合作交流，尤其加强与世界一流学术科研机构建立实

质性合作往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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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积极

尝试其他促进学生海外学术交流的渠道，加强学生间的学术研究合作。

5.留学生教育质量提升方面，将进一步严格要求留学生论文写作，加强留学

生与学院教师、中国学生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