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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实践环节上，清华法学院正在筹划建立与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相适应的实践基地，
为学生提供了解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机会和平台。比如与国内外国际机构合作建立国际实践基地。为了
实现这一设想，他们已与世界银行签署了推荐学生实习备忘录，正与WTO上诉机构积极商谈派遣学生
实习等事宜。 再如，为了配合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需要，“中国一东盟高端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正式落户西南政法大学。据悉，从2010年的“中国一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到如今的“中国一东盟高端
法律人才培养基地”，这样的变化说明了中国与东盟各国问的法律合作正由最初的学术理论研究一步
步深化至联合人才的培养。曾经在论坛上有人发出成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商事调解中心的倡仪，
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合作的进一步密切、人才培养基地的进一步建设以及相互间合作组织的不断
建立，把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建到国外去必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国际交流与合作是21世纪地球村时
代的必然。 正如本篇所言，法学实践教学是集“虚拟—模拟—仿真—实践”于一身的系统工程，而在
这个工程中法学实践基地是最重要的平台，无论是对本国法或是国际法的认知型实践教学，还是侧重
于各法律技能的运用型实践教学，都要在其特定的土壤中生长。当前，各法学院校必须在充分认识实
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实现传统公检法司、律师事务所等实践教学基地的深度化建设，
锐意进取地扩展商事型、国际型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为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型高端法律人才的
培养目标提供平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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