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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中非法学教育合作具有特殊的背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和“双一流”
建设的提出。同时，中非法学教育合作也存在着高校建设差异、法学学科建设差异、教育模式差异及其相关问题。推进

新时代中非法学教育合作，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平台开展合作、大力推进中非法学学历教育合

作、特别重视中非法学非学历教育合作，进而实现中非法学教育交流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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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时代中非关系的深化和“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中非法学教育合作也步入了新的发展时

期。２０１８年１月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
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２０１８年９月
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北京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明确提出要“继续完善‘中非合作论坛—法

律论坛’机制建设，继续开展法律人才交流与培训，

鼓励并协助中非高校共建中国—非洲法律研究中

心和法律人才培训基地，加大对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有关国家法律制度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１］。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也

突出强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

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２］这一系列文件的出

台，为进一步加强中非法学教育合作、搭建法学教

育平台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政策保障。但是，

新时代中非法学教育合作仍面临着诸如语言不通、

师资不足、教育模式不同、法律体系差异等难题。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深化中非法学教育对话交流

机制，增进中非法学院校合作实效，培养国际化人

才，值得进一步研究。

１　新时代中非法学教育合作的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

倡议和“双一流”建设需要中非加强法学教育合

作交流，促使中非法学教育迈上新台阶。

１．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３］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新

时代法学教育的主要矛盾也相应地转变为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法学教育需要与法学教育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新的矛盾背景下，

就必须注重法学教育的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对法

治需求和法学人才培养的平衡性和充分性。同

时，新时代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

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等需要人类走向全球法治，加强全

球法学教育合作和交流。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４］“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５］。合作共赢意味着中非的合作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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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全面的合作，其中必然包含着法学教育合

作。对中国而言，中国亟须了解非洲的法律制度

和混合法系专业人才培养教育模式，学习发达的

网络远程法学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教学方式，

培养精通中非法律制度的人才；对非洲而言，中国

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法学教育的丰富经验可

为非洲提供借鉴，为非洲现代化发展培养所需的

法学人才。另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中华

民族走向世界，也必须要以中华法系为核心，为世

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因此，我国的法学教育

要发挥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树立世界的眼光和开

放的心态，不仅要立足本国的法学教育实践，而且

要用中国的法学办学经验与非洲国家进行交流合

作。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科技的迅猛发展和高效

的法律服务，倒逼原有的中非法学合作不再是控制

式的、封闭的框架，而是一个相互吸收借鉴的过程。

通过教师交流、学术合作，让法律慢慢演变成一个

社会要素，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１．２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持续增长，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非洲的

经贸关系更为紧密（如图 １所示）。非洲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建设重要的着力点，尤其是非洲

的东部和南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更为紧

密。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和发展，必然会面临

经贸投资纠纷、技术转让、税收等风险，产生许多

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法律问题，引起不同法律体系

的碰撞和交流。而且，“一带一路”沿线非洲国家

与我国在海洋渔业、海洋运输、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等海洋经济合作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也会产生很

多的法律纠纷。非洲是世界法律的“万花筒”，普

通法系、大陆法系、伊斯兰法系、习惯法法系和混

合法系均对非洲大陆的法律制度建构产生重要影

响。这些经济风险和法律问题的防范和解决，离

不开通晓中非法律制度的专业人才，需要发挥法

学智库的优势。尤其是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

行，骤然增加了防范海外法律风险、应对国际诉讼

业务的必要性，使法学教育的水准、涉外型和综合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成为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各

类厂商都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另外，作为负责

任的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也亟须造就一批精通、善

于应用并能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法律精英［６］。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也提出要“深化国际合作

育人。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联

合培养，培养具有宽广国际视野的新时代人

才”［７］。深化法学教育合作，有助于弥补跨国法

律人才短缺的现状，满足中非法律服务业的需求，

加强全球海洋法律治理，推进中非蓝色伙伴关系

的构建发展。中非法学教育机构有必要共同研究

和推进中非法律教育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加强法

学学术交流合作，促进双方对不同法系下富有多

样性的法律制度的理解，增进彼此的互动和了解，

深化双方在法学教育领域的互助合作，为贸易发

展保驾护航。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西亚非国家（地区）贸易统计数据制作而成。

图１　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情况

１．３　“双一流”建设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随

后，国家公布了“双一流”建设名单，并规定了具

体的建设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高等教

育也迈入了国际化发展、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国

际化水平指标成为院校高等教育发展、“双一流”

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评价体系［８］。中国要扩大

法学国际影响力，了解和借鉴世界不同法律体系

的发展成果，就需要加强和深化同非洲高校的法

学合作。开普敦大学是南非最古老的大学，在非

洲大陆上排名第一，在全世界也属于一流大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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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法学院将南非混合法系的特征融入学科教育

中，同时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引进国际化的师资

来培养学生的综合法律素质［９］。这些非洲世界

一流大学法学教育的经验，值得我国高校学习和

借鉴。中国有一些“双一流”高校成立了具体研

究非洲国别的机构。例如针对南非的研究，云南

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均成立了中国—南非人文交

流研究中心，后者还成立了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

等。关于其他国别的研究机构，例如电子科技大

学西非研究中心、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等。非

洲国家也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例如

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坦桑尼亚达

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这些中非研究中

心的成立，可以加强法学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产

生更多中非法学师生培养的科研成果，搭筑中非

法学教育合作的桥梁，显著提升中国高校的法学

国际影响力，助力“双一流”法学学科建设的发

展。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作为国内非洲研究

的重镇和重要智库，可以积极发挥“双一流”建设

的重要作用，在现有非洲教育研究的基础上，拓展

非洲法学教育的研究，助力浙江师范大学法学学

科的发展。此外，中国与非洲国家一直存在留学

生合作，也建立了众多的孔子学院，这些前期的国

际化交流合作也可以为法学教育合作奠定良好的

基础。比如，苏丹的喀土穆大学拥有全非洲有名

的建筑学和法学专业，与西北师范大学共建孔子

学院。西北师范大学便可借助喀土穆大学法学专

业发展的优势，提升本校法学学科发展的实力，培

养精通中非法律制度的一流复合型人才。

２　新时代中非法学教育合作面临的主要
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虽然中非法学教育交流机会

不断增多，中非法学教育互动频繁，但中非法学教

育合作仍面临一些问题，需要中非双方共同解决。

２．１　中非高校建设的差异
首先，中非高校建设定位不同。为了建设高

等教育强国，提升高等教育水平，中国确立了 ４２
所一流大学，其中 Ａ类３６所、Ｂ类６所。而非洲
国家则没有相应的政策，也没有双一流大学的划

分，对自身高校发展的定位也不清晰。非洲“在

有关教学语言、课程内容和重点专业等方面的高

等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总是存在着矛

盾”［１０］。今天，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教

育处于危机之中。多年来，非洲大学在学生培养

质量、教育投入和学校声誉等方面呈现几何式的

下降［１１］。其次，中非高校世界排名数量差异较

大。通过表 １可以看出，ＱＳ２０１８／１９世界大学排
名５００强大学，中非高校共有 ４４所，其中中国高
校４０所、非洲高校４所。除南非的３所大学（开
普敦大学、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斯泰伦博斯大

学）外，只有 １所埃及的开罗大学。绝大多数的
非洲高校都排名在５００名之外。综观世界大学排
名各个榜单，发现世界５００强非洲高校数量基本
稳固在５所左右，而世界５００强中国高校则基本
上有４０多所，后者是前者的８倍之多。最后，中
非高校世界排名位次差异较大。通常来讲，院校

排名和实力成正比，排名靠前的学校在全球的知

名度更高、专业水平更强。尤其是全球前 １００强
高校，直接反映了高校的国际声誉、创新能力和科

研水平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通过表 １可以看
出，ＱＳ２０１８／１９世界大学排名，中国有 １１所高校
排名前１００，非洲排名最前的开普敦大学排名在
２００位左右。非洲高校排名都在 １００名之后，且
每个区间几乎只有１所高校，中国高校则分布在
各个区间。这些高校排名位次存在的巨大差异

表１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世界５００强大学数量及其各排名区间比较表

排行榜
非洲

１～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０ ３０１～４００ ４０１～５００ 总计

中国

１～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０ ３０１～４００ ４０１～５００ 总计

Ａ ０ １ ０ １ ２ ４ １１ ３ １０ ４ １２ ４０

Ｂ ０ ０ １ １ ３ ５ ３ １２ １５ １３ １９ ６２

Ｃ ０ １ １ １ １ ４ ６ ７ ０ ６ ５ ２４

Ｄ ０ １ １ ２ ３ ７ ２ ９ ３ １１ ８ ３３

　　注：Ａ．ＱＳ２０１８／１９世界大学排名；Ｂ．上海交大２０１８年世界大学排名；Ｃ．泰晤士报２０１８／１９世界大学排名；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２０１８年世界大学排名。

数据来源：根据各排行榜网站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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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决定了中非高校开展法学教育合作的基础、

实力和保障程度。排名靠前的中非高校更有资

金、技术和师资开展合作，学生素质也会更高，教

学质量也会更好，开展中非法学教育合作的意愿

和力度也会更强。而排名靠后的中非高校相对而

言，法学教育合作的意向和质量值得进一步检验。

２．２　中非高校法学学科建设的差异
一是中非高校对法学学科的重视程度不同。

为了建设一流法学育人体系，产生一流法学成果，

培育一流法学人才，更好适应社会经济的法治需

求，我国公布了一流法学学科名单，共有６所高校
入选（如表２所示）。这些一流学科高校的建立，
其目标便是对接诸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

一流的法学名校，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探索国际化

水平的法学人才培养机制，逐步提高中国法学的

国际影响力。非洲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法学院，

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学一流学科提升计划。设于

南非的高等教育转型中心调查发现，２０１１年，即
使是在开普敦大学等８所非洲大学，其终身教师
中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平均只有４３％，其中蒙德拉
内大学只有 １７％。有副教授和教授职称的教师
在大学中所占比例，只有开普敦大学达到了

４０％，蒙德拉内大学只有 ６％［１２］。在尼日利亚的
一些私立大学，法律讲师平均教授４门本科法律
课程，除了准备各种考试之外，平均还负责７名学
生的毕业论文和设计以及各种行政事务［１３］。法

学院师资力量的紧张和匮乏直接影响了法学人才

培养的质量和法学教育合作的力度，同时也凸显

了非洲高校对法学学科重视程度的不足。而且，

据英联邦法律教育协会的调查，非洲的法学教育

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难题：（１）资源约束；（２）人员
配置限制；（３）教授留任；（４）缺乏当地的法律资
料；（５）缺乏获得电子资源的渠道；（６）法律课程
陈旧［１４］。

二是世界大学法学排名具有差异性。

ＱＳ２０１９年世界大学法学排名，前３００的中非高校
共有２６所，其中中国高校 ２１所，非洲高校 ５所
（如表３所示）。排名最前的非洲大学———开普
敦大学法学院只排在１０１～１５０名，其他高校的法
学专业都在２００名之外。显然，非洲的法学学科
排名和非洲极力提升法学教育的决心不相适应，

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法学合作交流的愿

望极不相称。

表２　中国法学一流学科建设６所高校

序号 学校

１ 北京大学

２ 中国人民大学

３ 清华大学

４ 中国政法大学

５ 武汉大学

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法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制作而成。

表３　ＱＳ２０１９年世界大学法学排名（中非高校法学

学科排名）

排名 学校 所属国家

１８ 香港大学 中国

２３ 北京大学 中国

２８ 清华大学 中国

３９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

４６ 台湾大学 中国

５１～１００ 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

５１～１００ 复旦大学 中国

５１～１００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

５１～１００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

５１～１００ 武汉大学 中国

５１～１００ 浙江大学 中国

１０１～１５０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

１０１～１５０ 台湾交通大学 中国

１０１～１５０ 开普敦大学 南非

１５１～２００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

１５１～２００ 南京大学 中国

１５１～２００ 台湾政治大学 中国

１５１～２００ 中山大学 中国

２０１～２５０ 开罗大学 埃及

２０１～２５０ 台湾清华大学 中国

２０１～２５０ 斯泰伦博斯大学 南非

２０１～２５０ 厦门大学 中国

２５１～３００ 吉林大学 中国

２５１～３００ 上海大学 中国

２５１～３００ 比勒陀利亚大学 南非

２５１～３００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南非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９年ＱＳ世界大学法学排名制作而成。

三是中非法学院所数量存在差异。根据教育

部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７年，我国开设法学本科专业
的高校有６２７所。据２０１８年３月的数据，全国法
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１９５个，２３个单位设有 ２７个
法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法学硕士单位共计２１８个；
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４９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１
个；法律硕士点２４２个；在校法学本科生 ３１万余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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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校法学硕士生１万人左右，在校法律硕士生
１万余人，在校法学博士生约１１００人。无论是法
学院校的规模，还是法学专业学生人数，均已位居

世界首位［１５］。经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加纳

有１２所大学或研究所设立法学院①、纳米比亚有
３所法学院②、乌干达有１２所法学院院所③、博茨
瓦纳有 ５所法学院所④、尼日利亚目前有超过
３６个法律系⑤［１６］。
２．３　中非法学教育模式的差异及其相关问题

第一，语言差异的难题。由于受宗主国的影

响，非洲国家大多学习英语和法语，对汉语的学习

较少，非洲国家留学生来到中国后就会面临因汉语

不通而带来的学习困扰。多数情况下，非洲留学生

也只在留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缺乏和中国学生的互

动。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法学教育的展开。

第二，英文教材的缺乏。在高校开展的法学

课堂中，大多会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的一系列重点中文教材⑥。大学课堂可采用

的英文法学教材十分匮乏，使用较多的是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２１世纪法学系列双语
教材。其中也多采取中英文结合编写的方式，或

者是英文原版影印＋中文导读注释，且大多集中
于国际法学⑦。

第三，课程设置的偏差。中国法学课程的设

置主要是１６门法学核心课程，选修课程的设置则
根据每个学校的情况不一，基本上都是法学学科。

非洲法学课程的设置则更加突出实践性和职业

性。南非的法律课程设置，更加突出对非法学科

的学习。例如，法学院多开设法律数学、社会科学

批评性思维导论、综合评估工程、微观经济学、宏

观经济学等课程，采取诊所式教学和街头教学方

案［１７］。尼日利亚“全国大学委员会”制定了全国

通行的课程要求———７门必修的非法律课程：英
语、历史教学、逻辑与哲学思维、尼日利亚人与文

化、计算机应用入门、社会科学、英国文学；６门选
修的非法律课程：经济学、商业或管理要素、政治

学、哲学、社会关系和心理学［１８］。

第四，双语师资人才的匮乏。中国众多法学

院，师资良莠不齐、水平不一。除了国内排名靠前

的高校法学院所大多要求海归博士毕业之外，其

余高校法学专业对于教师的英语水平则没有很高

要求。只有极其少数的高校法学院开设了中非双

语课程。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亚洲校园”

项目和“国际比较法”法律硕士项目，课程均为英

语授课；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针对来自非洲国家

的１０名硕士生和４名博士生设置了相应的中英
文课程。

３　推进中非法学教育合作的若干对策
新时代中非法学教育合作，不仅要深化和拓

展已有国际平台的作用，而且要注重对学历教育

和非学历教育人才的培养。在对双方法律了解和

学习的基础上，辨析不同法系异同，提升法律服务

实践技能，从而推动中非法学教育的合作发展。

３．１　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平台开展合作
一是充分发挥“中非合作论坛”“中非教育部

长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中非法学

院院长论坛”等的作用。（１）通过查阅中非合作
论坛每３年通过的相关计划和文件，发现每一届
都有中非教育的相关内容，除《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之外法学的内容皆有涉及（如
表４所示），而且两者条款的内容和数量也越来
越多［１９］。从《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开始，每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都对中非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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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加纳法学院名单［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ｇｈ．ｃｏｍ／ｌｉｓｔ－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ｇｈａｎａ／．
参见纳米比亚法学院名单［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ｈｔｔｐｓ：／／ｎａｍｉｂｉａｈｕｂ．ｃｏｍ／ｌｉｓｔｓ－ｏｆ－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ｎａｍｉｂｉａ／．
参见乌干达法学院名单［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ｈｔｔｐｓ：／／ｓｕｐｅｒｎｉｇｅｒｉａ．ｃｏｍ／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ｕｇａｎｄａ／．
参见博茨瓦纳法学院名单［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５］．ｈｔｔｐｓ：／／ｄａｉｌｙｇｉｓｔｇｈ．ｃｏｍ／ｌｉｓｔ－ｏｆ－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ｅｄ－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ｂｏｔ

ｓｗａｎａ／．
参见ＩｄｅｍＵｄｏｓｅｎＪａｃｏｂ，ＨａｌｉｍａｔＡｄｅｎｉｒａ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ｉｇｅｒ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６）：９０－９９．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学重点教材主要包括１６种。例如，《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２１世纪法学系列双语教材：一是国际法学系列（中英文结合编写），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

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商事仲裁法、国际税法、海商法专论、国际刑法。二是英文原版影印＋中文导读注释，包括国际公
法（导读本）、冲突法（导读本）、美国侵权法（导读本）、合同法（导读本）、意外事故、赔偿及法律（导读本）、网络法（导读本）、法律伦理教

程（导读本）。例如［英］Ｊ．Ｇ．Ｃｏｌｌｉｅｒ：《冲突法（导读本）》，郭玉军编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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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合作提供了框架和内容指导，提出了新的目

标和要求，指明了发展方向。中非法学教育合作

下一步要积极与中非合作论坛的相关内容结合，

开展相关制度建设，确保各项决议落实。（２）“中
非教育部长论坛”通过中非国家教育部长之间的

对话，为中非法学教育合作开拓出新的思路和空

间，并且在项目经费、奖学金名额、师资培训等法

学教育领域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中非法学教育

合作未来也可以借助中非教育部长论坛的资源和

力量，设立相关的中非法学交流课题研究和学术

研讨会项目，加强或建立与非洲有关大学和研究

机构的法学学术联系，促进中非双方法学人才的

交流互访和师资力量建设，缩短中非高校世界排

名和法学学科建设的差异。（３）中非合作论坛—
法律论坛专门聚焦于法律议题，明确了中非法学

教育交流共同关心的话题，加强了中非法学交流

合作。中非法学教育合作也可以利用这种交流契

机和渠道，设立法学教育的专门分论坛，有针对性

地收集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法学教育议题，重视传

递中非法学教育合作的相关信息。（４）中非法学
院院长论坛由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和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主办，更加

着眼于法学院法学人才培养的具体细节，落脚于

不同法学院法学教育的具体主题，为中非友谊架

设法律桥梁。中非法学院具体课程和内容的设

置，未来可以充分考量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所反

映的具体问题，探寻双方法律教育合作的方式方

法，协调由于法律体系差异性所带来的法律教育

冲突，为法学优秀人才的培养提供制度保障。例

如，借助相关法律研究的优势，湘潭大学建立了我

国高校唯一的专门研究非洲法的学术机构———湘

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创刊国内第一

部专门性的非洲法学术期刊《非洲法评论》。同

时，中心也形成了从学士至硕士，再至博士的非洲

法人才培养体系，已有１３０余人获得了非洲法方
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充分促进了中非在法学、法

律领域的合作［９］。

表４　中非合作论坛相关内容

行动计划 “法律”数量 “教育”数量 中非法学教育相关内容

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

纲领
３ ２ 无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１ ４ 无

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
０ ９ 无

沙姆沙伊 赫行动计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２ ７

强调中非法律交流的重要性，决定适时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

坛”

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３ １１

进一步加强“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加强双方在法学研究、法律

服务、法律人才培训以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领域的合作

约翰内斯 堡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２

深入了解各自法律体系，增进法律的认可和适用，完善“中非合作论

坛—法律论坛”机制建设，推动共建“中非联合仲裁中心”，在非共建法

律人才培训基地和中国—非洲法律研究分中心，实施中非法学家讲学

计划，积极支持开展“中国—亚非法协国际法交流与研究项目”

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１５ １３

继续完善“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机制建设，举办“国际投资经贸

法律风险及对策研讨会”，继续开展法律人才交流与培训，鼓励并协助

中非高校共建中国—非洲法律研究中心和法律人才培训基地，加大对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关国家法律制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非合作论坛相关文件内容制作而成。

　　二是深化“中非高校２０＋２０合作计划”。“中
非高校２０＋２０合作计划”（如表５所示）未来应当
逐步加强法学教育的合作，推进中非法律教育实

践的深化。特别是北京大学、湖南大学、东南大

学、吉林大学、湘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和苏州大

学７所学校具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法学师资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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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雄厚，法学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较高，在法学

教育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也招收大量的非洲留学

生。因此，要积极发挥所在高校的学科和专业建

设比较优势，与对接高校法学教育发展的实际情

况相结合，建立富有特色的合作交流机制，提升非

洲高校法学教育的水平。例如，为进一步落实

“中非高校２０＋２０合作计划”，湘潭大学法学院相
继派出了数位博士研究生赴非洲乌干达麦克雷雷

大学，开展了长达１年的非洲法律纠纷、非洲法学
术前沿等的交流学习，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和撰写

提供了思路和详实资料［２０］。特别是在高层次硕

士和博士人才培养过程中，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的上述高校法学院，可以与本院的国家重点学

科或者强势学科结合起来，招收非洲法与中国法

交叉研究的博士生。例如，湘潭大学与法制史相

结合，招收非洲法方向的博士生；吉林大学可以依

托法学理论和刑法学的国家重点学科，招收非洲

法学理论和非洲刑法的博士生；对外经贸大学可

以发挥国家重点学科国际法专业的优势，重点培

养通晓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非洲留学生；北京大

学则可以全方位招收非洲法的留学生。另外，教

育部建立了一批涉外型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

地，包括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在内。基于对外培养涉外经贸法律人才的需要，

对外经贸大学制定了２０１８级法学专业（涉外型卓
越经贸法律人才实验班）选拔方案，由全校范围

内的２０１８级本科大一新生自愿报名，参加法学院
组织的笔试和面试。其中，笔试为英语水平考试

（占４０％）、时事问题分析评论写作（占３０％），面
试为英文口头表达能力测试（占３０％）［２１］。相关
的非洲法律人才培养高校，未来可以借鉴对外经

贸大学的培养方案，选拔出对非洲法感兴趣的本

科学生，通过笔试和面试进入到相关的实验班。

实验班也可以从修满三年的法学专业本科生中选

拔一定数量的优秀生源，从本科四年级开始提前

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以本硕贯通培养的

方式让学生接受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法学院应

重点培养学生运用非洲法知识解决国际纠纷的实

务技能，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为中非法学教育合

作输送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备力量。

表５　“中非高校２０＋２０合作计划”名单

类别 学校

综合类
北京大学（开罗大学）、湖南大学、东南大学、吉林大学、湘潭大学、东华大学（莫伊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苏州大学、

扬州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农业类 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师范类 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类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

医学类 天津中医药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非高校２０＋２０合作计划”制作而成。

３．２　大力推进中非法学学历教育合作
第一，推进中非法学学历教育育人体系合作。

（１）深化育人理念合作。将立德树人、德法兼修
作为育人宗旨，着力培养既通晓中非法律规则，又

具备熟练汉语沟通能力的涉外高端法律应用型人

才。（２）深化教学方式合作。中非教授联合授
课，教学方式包括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远程网络

教学等，增设双语教学或全外语教学课程。（３）
深化培养方案合作。在涵盖两种法律制度基本知

识的基础上，科学设置中非两种法律制度的培养

方案，注重多元化，寻求共同点。要注重普通法、

习惯法和宗教法的多元化，强调经济学、哲学、政

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的跨学科法律教

育方法［２２］。（４）深化育人体系合作。根据学生
汉语学习情况，中非双方组织集中的汉语培训。

加强与非洲高校法学院学生的联合培养，支持中

非高校法学院学生互换学分，推荐中非高校法学

院学生到对方的政法机关、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业

任职、实习，提升法学实践技能。例如，对于“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海洋发展问题，中非法学教育

合作便可以加强海洋法和海商法的人才培养，在

以海洋为主要特色的学校———中国海洋大学培养

精通中非海洋法方向的研究生，注重仲裁等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训练，以便提升解决中非

海洋贸易纠纷的实践水平。

第二，推进中非法学学历教育师资培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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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高校优秀师资缺乏、师资力量不足的缺陷，

中国可以每年派数名教师赴非洲著名法学院免费

攻读相关课程，建立访学制度。中方定期组织中

非双方教师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培训。中

非合作论坛或者高校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双方教

师或者高校青年教师法学学术带头人的短期交流

及互访。倡议实施中非高校法学教师联合研究交

流计划，就法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法学教材等

诸多方面达成共识，建立一种双向互动的合作交

流模式。中方应重视国际法、比较法、国别法等课

程的学习交流，加强与外国相关机构的交流以及

教学和研究合作，提供更多的留学、访学以及海外

研修的机会，适当聘任外籍教师［６］。此外，中非

高校双方可以设立相关的“荣誉教授”职位，聘请

中非法律交流成绩斐然的专家学者，进行一周甚

至数月的学术课程或讲座，加强中非高校师生的

交流互动。

第三，推进中非法学学历教育国际合作办学。

教育部可以倡导高校开展中非法学合作办学，积

极引进开普敦大学、斯泰伦博斯大学法学院优良

的法学办学经验、国际化的师资水平，以期培养全

球化人才。在合作院校的选取过程中，要注重院

校的非洲法研究基础和法学综合实力，例如湘潭

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在国际化办学和法学人才培

养等方面具有综合实力，可以与非洲高校开展合

作办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作为中国高校

首个综合性、实体性非洲研究院，浙江省发布了

《浙江省加快推进对非经贸合作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因此可以借助前期的成果和中非
合作优势，开展非洲法方面的合作办学。在课程

设置上，中方高校应完整保留中国法律制度核心

课程，以便与司法考试相适应，同时引入非洲高校

大学法学本科学科交叉的核心课程。另外要考虑

到中非不同法系的融会贯通、全球化的趋势以及

“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需求，使学生在扎实掌握

中国法律制度的同时，了解非洲国家的法学理论

和基本制度。

３．３　特别重视中非法学非学历教育合作
第一，重视发挥孔子学院作用。自２００５年中

国在肯尼亚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截至２０２０
年８月，中国在非洲４６个国家建立了６１所孔子
学院和４８个孔子课堂［２３］。中非双方可以发挥孔

子学院法学教育的新职能，加强对非洲非学历教

育学生法律知识的普及，实现汉语教学和法律知

识传播相融合。借助孔子学院的国外影响力，派

遣法学教师、律师、法律实务工作者前去孔子学院

任教，在孔子学院课程中设置法学内容，赠送中文

法学教材，举办相关法学知识竞赛，讲解中非双方

法学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同，增加双方对不同法

系的理解和掌握。孔子学院可以组织法律实践课

堂和课外活动，以便支持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对非

洲的整体法律认知，加强课外体验。当研究肯尼

亚环境法时，可以组织学生前往桑布鲁国家保护

区，使学生认识到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与

居民粮食生产、人身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研

究臭氧层的法律制度时，可以访问内罗毕以外的

环境管理机构，聆听非洲专家关于《蒙特利尔议

定书》的相关理解等［２４］。

第二，重视发挥中非法学教育研修班和暑期

班作用。目前，中国法学会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

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了５期中非法律人才
交流项目研修班，招收了１５０多位学员。研修班
主要面向非洲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学者等法学

人士展开培训，主要形式聚焦于课堂讲授和实地

考察。下一步，应注重加强中国法学会的作用，将

研修班的举办单位扩大为“中非 ２０＋２０合作计
划”高校，增加实务操作、模拟法庭、投资仲裁赛

等形式。结合非洲法学教育、信贷、投资、技术转

让、贸易、税收等法学知识以及“一带一路”建设

情况，邀请中非法学专家学者举办“一带一路”法

学教育研习班。借助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举办

“中非法系高级培训班”“中非刑法培训班”“中非

投资法律培训班”等。借助律师在国际商事调解

中的作用，邀请金杜、中伦等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

举办“中非商事调解培训班”等。借助仲裁在中

非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优势，支持具备条件、在国际

上享有盛誉的国内仲裁机构或者优秀仲裁员展开

仲裁法律服务培训，举办“中非仲裁裁决培训班”

“中非商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培训班”等。

第三，重视法律职业者的继续教育。一方面，

中非双方可以借助中国和非洲的培训基地展开工

作。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国内设立了中国—

非洲法律培训基地，在坦桑尼亚建立了非洲国际

法研究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了中国—非洲

法律培训基地；湘潭大学成立了中国—非洲法律

培训基地等。相关机构应支持这些基地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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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优秀的师资、非洲法研究的底蕴与非洲国家

商业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同展开教育培训，为

法律职业者的继续教育提供外在支撑。另一方

面，中非双方可以在反腐败、执法等重点领域加强

工作。非洲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

题，在《北京宣言》中，中方提出将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每年为非洲国家举办一期培训班，共培训１００
名非洲反腐败官员［５］。对于非洲执法人员能力

和素质不足的特点，中国应根据不同国家执法面

临的情况，科学制定执法和汉语培训的相关课程，

并设立相应的奖学金，做好非洲国家武警和警察

的安保事务协调工作。对于海上执法能力方面的

培训，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便可以发挥海洋法和

海洋治理研究的优势，借助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国

家海洋科学和技术实验室海洋大数据、海洋发展

研究院等平台，在反恐、打击海上违法捕捞等方面

进行培训，共同提升执法能力。

４　结语
中非法学教育合作着眼于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对法治的需求，是中国法学教育

国际化发展和非洲法学教育交流互动的过程。综

合而言，在中非合作更为紧密的今天，中非法学教

育合作应当以服务国家为导向，以中非法系交流

互鉴为切入点，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最终目标。

但目标的达成绝不会一蹴而就，中非教育模式的

差异、法学发展水平的高低、法学教育重视程度的

不同等，都需要借助相关的中非法学教育合作平

台细致规划。值得期盼的是，随着中非合作论坛，

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中非法学院院

长论坛等的发展，中非法学教育合作内容的深化，

中非法学教育合作的前景将更为广阔。但就“一

带一路”建设而言，加快与非洲国家缔结和更新

投资保护协议，解决相关贸易争端纠纷，需要更多

精通中非法律制度的人才参与进来。为此，中非

法学教育合作未来仍应注重培养熟悉中非本国国

情，了解中非各国立法、司法、法治文化差异，能够

有效运用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方式解决当事

人争端，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的国际

化法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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