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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教育状况》

内容概要

《中国法学教育状况(2008)》在对2008年中国法学教育状况全景扫描的基础上，试图从不同视角对中
国法学教育的现状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为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
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2008年度中国法学教育基本状况，主
要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分别从教育师资、学生培养和科研发展三个方面纵向地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第
二，中国法学教育专题研究报告，主要针对建国60周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的实践和探索进行回顾、总
结和反思。第三，我国法学教育专题报告，除对我国财税法的研究进行分析外，本部分主要对我国香
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法学教育发展进行探讨和总结，以期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
供有意义的借鉴。第四，附录，分别就2008年度法学教育重要研究成果、2008年度法学教育重要会议
、2008年度法学教育大事记三个方面进行了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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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序一序二导言第一部分 2008年度中国法学教育基本状况一、法学教育师资状况(一)全国普通
高校法学专任教师状况(二)法学研究活动人员状况二、学生培养状况(一)法学类普通本专科生状况(二)
法学类专业研究生状况(三)法学类专业成人生状况三、科研发展状况(一)研究机构(二)科研课题与经
费(三)科研成果四、小结第二部分 中国法学教育总结研究报告专题一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一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法学教育之回顾(一)现代法律教育的建立与除旧布新(二)政法教育在政治运动中
消失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法学教育之发展(一)法学教育的恢复发展：为政法队伍建设服务(二)法学
教育的改革发展：为法制建设服务(三)法学教育的全面发展：为建设法治国家服务三、法学教育的反
思(一)法学教育的属性、定位与问题(二)法学教育的基本共识(三)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四)从法学教育
到法律人才培养四、结语第三部分 中国法学教育专题研究报告专题一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
瞻一、二十一世纪财税法学人的历史使命(一)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进程(二)财税法学人的历史使命二
、财税法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反思(一)中国财税法学地位的确立(二)中国财税法学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三
、中国财税法学的近期发展四、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拓展(一)财税法学研究方法的拓展(二)财税法学
研究体系的拓展(三)财税法学理论资源的拓展五、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六、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的
方向与趋势专题二 台湾地区博彩业法学教育研究状况考察报告一、台湾地区博弈事业发展历史(一)爱
国奖券时期(二)“大家乐”时期(三)“六合彩”时期(四)“立即型彩券”时期(五)“计算机型彩券”时
期(六)“开放设置观光赌场”时期二、台湾地区彩券与博彩研究中心三、博弈法学介绍专题三 香港地
区的法律教育一、香港地区的法律制度、法律职业和法学院(一)香港地区的法律制度(二)香港地区法
律职业的特色(三)香港地区的法学院二、香港地区的法律教育模式及其与法律职业的关系(一)“三部
曲式”的法律教育模式(二)香港地区法律教育与律师职业的关系三、香港地区法律教育改革中的主要
问题(一)顾问报告的主要内容(二)香港地区法律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四、结语专题四 全国首家律师学
院“广州律师学院”考察报告——兼论法律职业培训体制的统一化趋势一、比较与借鉴：制度、体制
与机制(一)背景考察(二)发达国家律师培养体制的制度考察(三)我国法律职业培训制度的现状及其不足
二、样本考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联合(一)亲历者自述(二)《广州律师学院章程》的基本内
容(三)广州律师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四)广州律师学院的教学内容三、进一步的思考(一)现行法律职业
培训体制的四个突出问题(二)判断法律职业培训体制是否先进的基本标准(三)以标准化和统一化为目
标，再造法律职业培训的体制与流程附录一、2008年度法学教育研究成果二、2008年度法学教育重要
会议三、2008年度法学教育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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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满足变化的需要，实现上述目标，针对不同情况而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　　（1）1950
～1952年问在高校中全面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最初源于北大时任校长马寅初于1950年在北
大教师中首先发起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教育部迅速把这种方式推广到全国，在全国开展以“改造思
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方式是把教师集中起来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和学校状
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
问题》的报告，号召教师们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的革命战士。11月30
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至1952年秋，学习
运动结束，全国91％的高校教师、80％，的大学生、75％的中学教师参加了这场学习运动。　　思想
改造运动的方式不仅是集中学习和讨论，而且还组织教师直接亲身参加为建设新生政权服务的社会实
践活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1951年9月，北大、清华两校政法系学生八百多人和教师，去西北、中
南、西南参加为期半年的土改工作，开展土改政策学习宣传，或去上述地区参观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运动（如北京组织了大学教授土改参观团）。　　（2）集中组织旧法人员的政治学习——新法学研
究院。新法学研究院是由1949年7月成立的新法学研究会和1950年4月成立的司法干部轮训班合并，
于1951年4月初正式成立的。新法学研究会1950年1月开学，1951年1月第一期学院结业。沈钧儒、谢觉
哉、李达分任正副院长。最初成立新法学研究会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改造社会上失业的旧高级司法
人员，给以出路”。后来因为新政府各方面都需要大批干部参加工作，于是该院的宗旨又转变为“以
训练人民司法干部为主”。由于这个性质的改变，该院遂改由中央司法部领导，成为以改造旧司法人
员为目标的训练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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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2008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法学教育状况》（2008）在呈现当年中国法学教育
基本状况、从不同侧面专题分析中国法学教育的基础上，特设专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学教
育进行回顾、总结、分析，并指出未来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这是值得肯定的，相信这本书能给
中国法学教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吴大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中国法学教育状况》（2008）一书，“点”、“面”结合，专题研究与总结研究结合，对我
国法学教育领域中的基本状况、财税法学研究状况、香港地区的法学教育状况、台湾地区博彩业法学
教育研究的状况都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总结，并以法学教育领域的个案——广州律师学院为样本，研
究了法律职业的培训体制，还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学教育进行总体性的回顾
和前瞻，指出了问题和发展方向。这些研究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我国法学教育是十分有好处的。作为
关注案例研究和法学继续教育的法律职业人，我认为编撰者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期望一年一度《中国
法学教育状况》的出版，能够逐渐成为中国法学教育领域乃至中国法治实践领域中的一件大事。　　
——吴革（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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