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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评估视野中的法学学科

特色建设之思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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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法学学科特色建设具有学校法学专业发展弯道超车、满足法治人才需求、发展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等价值。
法学学科特色建设的定位需要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法律共同体的素质要求与法学特色的特质要求、学校的历史

积淀和发展基础等。引进高端人才与培养校内人才并举、高质量论著和重要科研奖项与本科教学相互促进综合发力、利

用智库平台产出高水平决策咨询报告以提高影响力、围绕人才培养核心夯实法学特色学科的固本之基等是法学学科特

色建设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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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范围在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

展、质量保障六个项目之外，增加了一个自选特色项目。审核评估组织者认为，该项目体现了审核评估

开放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尊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鼓励高校办出特色的指导思想［１］４１。本文围绕办出特

色这个主题，以法学学科为例提出些许看法而求教于方家。

１　审核评估视野中法学学科特色建设之价值
在全国高校中，目前开设法学学科的高校总计近４００所。法学学科建设在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人

才培养、法治理论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法学教育的同质化、法学科研的同质化、学科布局的同质化等问

题。而同时，部分亟需的法治人才却面临着紧缺匮乏的窘境。因此，法学学科的特色建设具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

１．１　学科特色建设是学校法学专业发展的弯道超车的机会
全国总计近４００所开设法学学科的高校中，如何将学校的法学专业发展提升到一个更好的位置，路

径大致有两条。一条是与传统的法学学科强势院校比拼，这需要在师资力量、科研能力和学生素质等方

面做出长期的努力，而且这也是外延式发展道路。另外一条是走人无我有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即主要通

过特色学科顺势发展从而在法学专业的丛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说，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特色学科

顺势发展以切实增强核心竞争力，可以提供学校法学学科弯道超车的机会。

１．２　学科特色建设是满足法治人才需求的必需之举
学科特色建设主要通过满足特色需求、培养特色人才等展示出核心竞争力。就法学学科而言，随着

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中国在世界交往中的逐步扩展，基于特定需求的特色法治人才一定会逐渐增

长。例如，随着设区的市获得立法权，对地方立法人才及相关人才的需求激增，以致符合地方需要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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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高端立法人才紧缺。而随着国际交往愈加频繁，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开拓，与沿线国家交往中的法

治人才需求必然增加。因此，合理定位开设这些方面的特色学科，学校从顶层设计到微观操作努力探

索，可以满足随着国家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法治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１．３　学科特色建设是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式
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显示，大学的学科建设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反

映了当时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西方最古老的大学，１０８８年创建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开
设的学科专业是法学、医学和神学。相对于该三门学科，后来的大学开设的学科可以说基本是特色学

科；但随着时代的推移，现在都成了主要或主流的学科。因此，从特色走向一般，从边缘走向中心是社会

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式。

２　审核评估视野中法学学科特色建设之定位
法学教育规律支配下的法学学科特色，要求法律共同体的基本法律素质与法学学科特色的特质必

须兼备，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法学学科特色建设的定位需要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法律共

同体的素质要求与法学特色的特质要求、学校的历史积淀和发展基础等。

２．１　学科特色建设须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需要
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学科特色建设的基点。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特色学科才有发展的根

基，也才有可能持续壮大成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制定完

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在……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

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２］。决定中“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海洋渔业等

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需要，也是特色学科设立的基点。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

就确定了海洋行政法与海洋安全与执法特色学科方向，这两个方向紧紧围绕国家与社会发展亟需的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法学学科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

２．２　学科特色建设须基于法律共同体的素质要求与地方法治建设的特质要求
法律共同体之所以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因为有基本的法律素质要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法律思想、价值标准和制度规定等在内的知识体系，以及专业化的法

律思维、法律语言、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信仰和法律伦理，等等［３］。以法律思维为例，分析性、反省

性、批判性是法律人才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必备的素质。在共同体的素质要求基础上，可以强调法学学

科特色方向的特质要求，体现地方特色。例如，云南财政大学法学院在夯实学生法律素养的基础上，加

强学生在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大湄公河区域中国利益保护机制方面的能力建设，将法律共同体的素质要

求与法学特色的特质要求较好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２．３　学科特色建设须基于学校的历史积淀和发展基础
学校的历史积淀和发展基础是特色学科发展的巨人肩膀。从国家层面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在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有底气、有自信。”［４］

这从国家层面强调了包括特色学科在内的法学学科建设须建立在历史文化、体制机制与国情特征上的

重要性。从学校层面来说，法学学科需要体现该学校的历史积淀，加强学科规划与资源整合，凝练好学

科特色。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走特色发展之路时突出海洋，就很好地结合了该校的发展基础。

３　审核评估视野中法学学科特色建设之路径
法学学科特色建设之路径应立足内涵式发展，从引进高端人才与培养校内人才并举、高质量论著和

重要科研奖项与本科教学相互促进综合发力、利用智库平台并出具高水平决策咨询报告以提高影响力、

围绕人才培养核心夯实法学特色学科的固本之基等方面加以健全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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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引进高端人才与培养校内人才并举
师资队伍建设是法学学科特色建设的人才保证。高端人才是人才聚集的核心，可以此为核心建立

人才的团聚结构。因此，在学校缺乏高端人才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围绕特色学科建设引进高端人才２～
３人；以该高端人才为核心，吸纳其余人才围绕特色学科建设产生聚合效应。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培养
校内人才快速成长并围绕特色学科方向发力。路径依赖理论指出，由于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

机制，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路径依赖理论运用于特色学科方向建设方面，

就是学科教师一般不愿意在某个特色方向发力，除非是他原本的研究方向。因此，这需要学校与学院在

政策方面做出调整，以引导老师凝聚在特色学科建设的核心周围。

３．２　高质量论著和重要科研奖项与本科教学相互促进综合发力
高质量论著是特色学科方向建设的基础，而重要科研奖项是特色学科方向获得肯定的重要方面。

因此，围绕特色学科方向，形成系列论著是很好的选择。例如，西南政法大学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

国化等方面，推出了《经典中的法理》《文本与实践之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问题研究》《历史与

实践之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时代化问题研究》等著作，大力挖掘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基础资源，初

步形成了品牌效应。围绕特色学科方向推出的系列论著也可以为获取重要奖项打下坚实的基础。同

时，应将上述高质量论著和重要奖项的前沿内容引入课堂教学，引发学生对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与全面

深化改革的深层次思考。不仅如此，还应鼓励学生将上述思考延伸到毕业论文的写作和法律事务的办

理过程之中，以获得实务经验和前沿理论思考的双丰收。

３．３　利用智库平台产出高水平决策咨询报告以提高影响力
智库平台具有战略研究、建言献策、引导舆论、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释疑解惑、反映人民群众关心的

问题、人才培养等功能。因此，特色学科充分利用智库平台，既可以将理论付诸实践，也可以实现资政育

人的双重目标。凝聚一批富有前瞻眼光、身存理论积淀、心怀国家发展的法学专家学者，以问题为导向，

以理性建设性思维为引领，根据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相对独立的要求，提出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报告，有

利于快速提高影响力。例如，上海政法学院的“一带一路”安全研究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一带一

路”司法研究基地、东北亚研究中心等智库平台围绕“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问题推出了系列决策咨询

报告，获得了较好的反响，有力地提升了上海政法学院的地位。

３．４　围绕人才培养核心夯实法学特色学科的固本之基
人才培养既是学校发展的安身之所，也是特色学科的立命之本。基于现代化法律人的逻辑起点，综

合考虑作为国民教育学科的法学教育、作为培养依法治国人才的法学教育和作为人力资源建设的法学

教育三重视角，法学特色学科固本之基的人才培养定位应是通识教育基础上法学专业教育的差异化探

索、大众教育基础上法学精英教育的错位化发展与知识传承基础上法学创新教育的异质化展开［５］。法

学特色学科的教学方法可以法学本科研究性教学与创新式学习为指导，以社会互赖论、认知发展论与行

为学习论等教育理论为基础，教师通过引发、促进、支持、指导学生的创造性学习活动来实现“理念·知

识·能力”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在应对法学教育与信息技术、大数据深度融合的趋势中，教育内容拓

展、教育方式调适和人才跨界要求等是法学特色学科需重点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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