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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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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借鉴，课题组成员通过调研并多次邀请学校及实务部
门相关人员召开座谈会，制定了一套工程法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使法学学科与土木工程学科有机结合，并采取“３＋
１”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突出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着眼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工程法律职业人才，改变千篇一
律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创新性特点，具有较强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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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启动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意见》针对近年来我国高

等法学教育快速发展但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现状
①

①，提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经过１０年左右的努力，形成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理念，形成开放多
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

质法律人才。《意见》将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作为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

点，并将“创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指出要探索“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

制。我校政治与法学学院法学专业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启动学校“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以我

校土木工程学科为依托，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工程法律职业人才为目标，在法学专业中设立了工程法

律方向，并在２０１２年开始招收实验班，第一届招生４４人，至今已连续招生３届，共有在校学生１３０多
人。围绕该方向的人才培养，我校开展了课程体系建设，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

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借鉴。

在国外，虽然英美国家高校法学专业的部分课程涉及到工程方面的内容，但是既没有工程法律方

向，更没有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较为系统的课程体系。在美国，无论哈佛大学还是纽约大学，法学院开设

的课程体系中均无纯粹的工程类课程，也没有专门以工程法命名的课程，哈佛大学法学院工程法的相关

内容散见于合同法、商法、房地产法等课程中，纽约大学法学院工程法的内容散见于合同法、商法、房地

产交易等课程当中。在英国，剑桥大学与曼彻斯特大学的法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中同样没有工程类课

程，也没有专门以工程法命名的课程，剑桥大学法学专业工程法的相关内容分散在商法、民法、行政法等

课程中，曼彻斯特大学法学专业工程法的相关内容分散在合同法、土地法、公司法与合伙等课程中。在

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中虽然包括建筑秩序法和建筑计划法，１３个方向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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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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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六个方向课程中虽然还包括土地规划法、建筑法［１］，但也没有土木工程学科专业课程。

在国内，台湾地区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０日正式成立工程法学会，该会是以非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
以从事工程法学之研究暨工程法律与相关专业及科技的整合为宗旨［２］。大陆有学者指出，多所台湾地

区的知名高校尝试在课程设置、学位建制上将工程类科系与法学教育相结合，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多元化

实务型人才［３］。但据我们所查，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法律学系法学组课程中并没有工程类课程，在台湾

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学士班课程地图中，也不见有工程类课程，只是在法律科际整合研究所专业必修科目

中有一个占８学分的整合核心课程群，整合核心课程群中有一门课程《工程与法律（一）～（三）》，但该
所招的是研究生。

在大陆，东南大学于２００８年成立了“工程法研究所”，旨在以法律为主轴，整合与工程有关之土木、
建筑、管理等相关专业及科技，从事工程法学与工程法制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实践服务，开创法学人

才培养、法学教育与研究的新模式［３］，并由周佑勇教授主编了《工程法学》。然而，据了解，东南大学并

未建立系统的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长沙理工大学有比较好的工程背景，并设立了“工程法律

事务所”，但在其法学专业中也没有开设工程类课程。同济大学２０１３年法学专业培养计划中虽开设了
《建筑法》《房地产法》等与工程相关的法律课程，可同样没开设工程类课程。只有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

院法学专业开设了建筑工程概论、建设工程合同、建设工程与房地产法实务等少量特色课程。

另外，考察国内外大学工程专业开设法学课程的情况，不难发现，有的只开设了一两门与工程有关

的法学课程，有的则完全没有开设。

综上所述，从国内外大学法学、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总体来看，要么法学专业的工程知识不足，要么

工程专业的法学知识不足，尽管提出了工程法律这一概念，有的也进行了一定研究，然而，既没有提出培

养工程法律职业人才的设想，更没有建立一整套工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２　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
鉴于工程法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尚无现成方案可供借鉴的现状，本课题组成员对岳阳市司法局、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上市公司泰格林纸集团等多家单位进行了调研，并多次邀请我校土木建筑

工程学院有关领导与老师以及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单位有关人员一起召开座谈会，通过充分的

研讨，制定了一套工程法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该方案确定工程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法学基本理论和土木工程基

础知识，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特别是土木工程领域现实法律问题，熟悉诉讼和非诉

讼程序，具备从事工程建设法律实务的职业能力，能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工

程建设管理行政机关、土木工程类企业及其他企业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法律职业人

才。具体而言，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分为公共基础课模块、人文科技素质课模块、学科基础课模

块和专业课模块。课程体系主干学科涵括法学、土木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对原来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作

了重大调整。公共基础课模块部分的课程按学校统一规定开设，计算机课程开设大学计算机Ａ，另开设
高等数学Ｃ。人文科技素质课模块由学生自主选修至少６学分的课程。学科基础课模块分必修和任
选、自修３部分，在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中增加土木工程概论、工程制图、建筑材料、工程力学等工程类
课程作为必修课，法学类主干课程则由原来的１４门调整为１１门，并对授课时数进行适当压缩，中国法
制史设为限选课，国际法、国际私法、法律英语设为自修课。专业课模块分必修和限选两部分，必修课程

包括房屋建筑学、工程结构、工程施工、工程造价、工程项目招投标、工程合同管理、工程法律法规与工程

法律风险防范、会计学原理及实务、证据学、非诉处理、法律职业道德、法律文书写作１２门，限选课程则
由学生从国际工程承包、管理学、法律逻辑学、土地法、财税法、审计法、环境法、企业法律实务、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９门课程中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就业意向各选３门。
在具体课程设置上，突出重点课程和实践教学。首先，注重学科基础课程的教学，学科基础课模块

与专业课模块学时比设计为１∶０．６４，其中刑法１０８学时，开设２个学期，考虑到专业课模块中增加了工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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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招投标、工程合同管理、工程法律法规与工程法律风险防范等作为必修课，因而将民法的学时压

缩到９０课时，开设１个学期；其次，着重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除原有的模拟
法律咨询、模拟审判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外，第一学期土木工程概论课程要求学生到工程单位进行为期一

周的土木工程认识实习，最后一学年到实务部门参加专业实践，由学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此即校内

３年校外１年的“３＋１”培养模式。同时将原法学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论文改为毕业设计，学生在最
后一年的专业实践中，完成实习任务和毕业设计。

上述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适用２年后，在征求我院和土建学院任课老师以及学生座谈意见
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讨，我们对这一课程体系又进一步作了更加切合实际的调整和完善。

首先，考虑到工程法律方向仍属于法学专业，课程开设应以法学课程为主，所以，本次修改适当加大

了部分法学课程的课时量。在学科基础课模块的必修课程中，民法由原来的９０课时开设一个学期调整
为民法（１）５４课时、民法（２）７２课时开设两个学期，取消原来专业课模块中的工程项目招投标、工程合
同管理课程，将这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纳入到民法（２）中。其他法学主干课程中，商法、刑法（１）、民事
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分别由此前的５４课时提高到７２课时，经济法由
此前的３６课时提高到７２课时。考虑到法学主干课程国际法、中国法制史属于司法考试必考科目，因
此，重新将这两门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模块的必修课程中，分别开设３６课时，国际私法不单独设课，但
将其主要内容并入国际经济法中进行讲授。另外，在专业课模块中的必修课程中，取消了非诉处理和法

律职业道德两门课程，分别将其主要内容纳入民事诉讼法、法理学中进行讲授。限选课程则改为从环境

法、企业法律实务、劳动与社会保障法３门课程中选１门。
其次，在不影响工程法律实验班学生解决工程法律问题实际能力的前提下，对工程类课程也作了一

些调整，取消了学科基础课模块中的必修课程—工程力学。在专业课模块的必修课程中，取消工程项目

招投标、工程合同管理、工程结构３门课程，同时将工程施工、工程造价、房屋建筑学３门课程的课时分
别由此前的３６课时提高到４８课时。在专业课模块的选修课程中，取消国际工程承包课程。

３　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上述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是在我国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大背景下遵循优

化改革课程结构的原则
①

①而制定的，除了考虑学科的内在逻辑等因素
②

②之外，主要考虑了下列因素：一是

招生对象。工程法律实验班全部招收理科生，学生必须具有学习工程类课程的知识基础和能力。二是

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培养人才的能力。我校既设有法学专业，又设有土木工程专业和工程管理专业，工程

法律实验班法学类课程由政法学院的老师承担，土木工程类课程由土建学院的老师承担，两个学院的老

师协同教学，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校综合实力。三是社会对复合型、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目

前，我国地方性高校法律人才培养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专业设置的盲目性、人才培养的同质性、人才供需

的矛盾性等问题相当突出［４］。高校每年为社会提供的法律人才不可谓不多，但真正适应社会需要的职

业人才却奇缺，如金融法律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工程法律人才等供不应求。我们通过大量调研发现，岳

阳市司法实务部门具有工程知识背景的法律人才不足５人，这些部门迫切需要复合型、应用型工程法律
职业人才。

上述课程体系彻底改变了以往千篇一律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创

新性特点。

首先，本课程体系既遵循了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利用了《高等教

６４

①

②

①　优化改革课程结构的原则包括：（１）课程结构与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培养模式相统一原则；（２）课程结构理论化与实践化相
统一原则；（３）课程结构的适应性原则；（４）课程结构专业化与通识化相统一原则。胡璋剑：《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７页。

②　 大学课程目标设计的考量因素包括：大学生的认知规律、社会的需求、学科的内在逻辑、教育哲学观、学习理论。参见孙华：
《高等教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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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所赋予的包括课程决策权力在内的办学自主权。针对地方高校
①

①培养卓越法律本科人才的办学

自主权，有学者曾经提出，教育部应当允许地方高校对１６门核心课程中部分课程的学分进行降低设置
甚至不作为必修课进行设置，鼓励地方法学院开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方向性选修课，通过细化课程的设

置，引导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化专业知识学习［５］。我们在制定上述课程体系时也遵循了这一思

路。其次，法学和土木工程两个一级学科相互融合，打破了学科壁垒
②

②，反映了大学课程设置的发展趋

势。再次，突出了复合型、应用型工程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如前所述，从国内外大学工程专业、法学专

业的课程设置来看，要么工程专业的法学知识不足，要么法学专业的工程知识不足，该课程体系通过在

法学专业中开设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从而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以该课程体系为基础培养的工程法律职

业人才既有一定的工程背景，又有良好的法律素养，有利于形成整合的知识结构，从而达到培养复合型、

应用型工程法律职业人才的规格与要求。这些人才在司法实务中面对工程法律问题时将不再是工程专

业人员鉴定意见的盲从者。最后，强化了实践教学，突出了高校与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该课程体系安

排了１年的实践教学时间，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实践教学不足的问题。除原法学专业培养方案中
的课堂讨论、模拟法律咨询、模拟审判、司法技术模拟分析实验、旁听法院审判等实践性教学环节仍然坚

持外，还在第一学期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中要求学生到工程单位进行为期１周的土木工程认识实习，专业
实践则在大四１学年由学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学生在１年的专业实践中，除了完成实习任务之外，
还要在校内外指导老师的联合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这样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认

识，并学会运用法律和工程知识解决工程法律问题，培养法律实践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促进法学教育

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针对“３＋１”培养模式的需要，我校在已有１０多个法学专业校外实习基地的
基础上，２０１２年３月，又与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等单位单独
签署了联合培养协议，建立了近２０个顶岗实践基地，这些基地参与制定培养方案、设计课程体系、开发
优质教材、组织教学团队、接受并共同指导、培养顶岗实践学生，为工程法律实验班第四学年的专业实践

锻炼提供良好的平台。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指出，“此次卓越计划提出的‘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是以常态

化、规范化的体制、机制建设为基础，加强高等学校与实务部门的合作，由高校与实务部门作为法律人才

培养的共同主体，一起承担法律人才培养的职责。此机制的主要内涵是实现实务部门与学校在培养目

标制定、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人才培养环节的紧密合作，共同培养具有系统、

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较强的法律实务技能与高尚的法律职业伦理的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６］我校工

程法律实验班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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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　我校既是理工科院校，又是地方性高校。
②　关于学科壁垒森严的弊端，参见李铁君主编：《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