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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十大新闻揭晓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日前，由全国法学教育十大新闻评选委员会秘书处评选的“2022年度法学教育十大新闻”揭晓，分别是：各法学院校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重要讲话精神 法学界热议“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中国人权理论和话

语体系建设开创新局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与涉外法治教师团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理论法学教学团队”入选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司法部等六部门实施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 到2025年遴选1000名高端领军人才；“纪检监察学”进入新版学科专业目录 多校成立学院或

开设专业；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中国政法大学举办首届“世界法学家高端论坛”；中国涉外法治工作取得新进展 首家涉

外法治学院成立；《新时代这十年》系列丛书之《新时代的全面依法治国》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英文版）海外出版。

  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各法学院校师生通过各种方式关注这一举世瞩目的盛会，校园里迅

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

脑入心、走深走实。

  2022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四所高校、六个学生党支部在清华大

学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了主题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走好中国特色法治道路”联学共建活动；11月9日，北京大学法学

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以“历史意识与时代主题的交融”为主

题的专题学习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11月10日，中国政法大

学召开“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为法治文明作出贡献”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11月15日，华东政法大学会同上海市法学会召

开“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新时代法学教育”主题研讨会，聚焦新时代法

学教育的发展蓝图和法治人才培养方向开展深入研讨；11月16日，西

北政法大学召开“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座谈会，

会上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11月

24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以“法学青年说·习近平法

治思想领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为主题的“2022年华中地区高校法学

青年研习会”举行；12月16日，重庆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李明清前往西南政法大学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各法学院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并指

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

知识体系”。

  2022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建构中国自

主的法学知识体系”论坛举行。论坛紧密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发展命

题，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建构中国自主的基础法学知

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部门法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交叉

法学知识体系”四个方面展开深度研讨，为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

导，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发出声音，提供方案，贡献智慧。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

我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2022年2月28日，全国首家人权学院在西南政法大学揭牌成立，

这是全国高校首家成立的人权学院；11月8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

办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士一致表示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

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开创中国人权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新

局面；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团队，历时14个月，

跋涉数万公里，采访数十位国内外政要和权威专家学者，以国际视角

解读中国人权道路的成功密码，制作完成中国首部以人权为主题的

五集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于2022年12月下旬播出。

中国人权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开创新局面

  2022年2月，教育部发布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为负责人的“国际法与涉外法治教师团

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领衔的“理论法学教学团队”入选

教育部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022年4月，司法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

联、中国贸促会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实施工

作的通知》，明确到2025年，建立起与国际通行仲裁制度相适应的涉

外仲裁人才培养体系，遴选1000名高端领军人才、培训1000名职业进

阶人才、培养1000名青年后备人才，打造一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高素质专业化涉外仲裁人才队伍。此举旨在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和中央

人才工作会议关于做好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任务要求，加强涉外仲

裁人才队伍建设。

  多地高校设立纪检监察学院或研究院，高校纪检监察学科建设

引发舆论关注，2022年9月，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印发，“纪

检监察学”进入新版目录，成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2022年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内蒙古大学成为全国首个设置纪检监察

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3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二级学科

博士点获批；10月17日，西南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揭牌；10月30日，

上海首家独立建制纪检监察学院在华东政法大学成立。

  此外，2022年4月23日，以“监察法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为主题，由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与反腐败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治

政府研究院承办的“首届监察法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

“纪检监察学”进入新版学科专业目录 多校成立学院或开设专业

  2022年7月10日，中国政法大学师生、海内外校友以及多年来关

注、支持学校发展的专家学者和各界友人20余万人次在线上线下齐

聚，举行庆祝建校70周年大会。11月26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 推进一流政法大学建设”主题论坛暨建校70周年大会在华

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举行。建校70年来，华东政法大学始终与新中

国法治建设同向同行，秉持“笃行致知、明德崇法”的校训精神，逐

步建设成为一所以法学学科为主、多学科融合发展的中国法学教

育重镇。

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

  2022年5月16日，在喜迎中国政法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学校举办

首届“世界法学家高端论坛”。28位论坛发言代表分别来自亚洲、美洲、

欧洲、大洋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高校、国际组织机构，为法学教育

和研究领域或立法和司法机构的著名中外法学专家，围绕“数字时代

法学教育变革”展开研讨。国外近300个合作伙伴院校、机构以及国内

300余所兄弟院校受邀作为线上代表参会。

中国政法大学举办首届“世界法学家高端论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要求。在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为了全面呈现并总结国

家近年来在涉外法治方面的工作，中国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

院于2022年出版首部《中国涉外法治蓝皮书》。

  2022年11月12日，全国首家涉外法治学院在华东政法大学成立。来

自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重要国际组织、高校、学术期刊的代表以及华

政相关职能部门人员50余人参加成立仪式。

中国涉外法治工作取得新进展 首家涉外法治学院成立

  2022年10月9日，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十年全面依法

治国专家研讨会暨《新时代的全面依法治国》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

行。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第三

个历史决议为依据，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从道路理论的确立、宪

法贯彻实施、法律体系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公正司法、法治宣传

教育、涉外法治建设、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总结10年

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总结新时

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宝贵经验，并展望法治中国建设未来。

  2022年5月，由全国资深翻译家、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原院长宋

雷教授担任审校，西南政法大学朱元庆、曹志建、牛奔林等专家组成的

外译团队翻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英文版）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由美国海恩公司（William S. Hein

＆ Co.， Inc.）和威尔斯公司（Wells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USA)）联

合出版，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唯一英文译本收录于国际著

名法律数据库HeinOnline，供世界各地英语读者参阅，助力中国法律文

化的全球传播。

  作为新中国唯一被冠以“法典”名称的法律，民法典的颁行不仅是

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法典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部

分。法治是国际交往的最大共识，法律翻译则是中国法治域外传播的

国际桥梁。

  图① 各法学院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图②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重要讲话精神 法

学界热议“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图③ 中国人权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开创新局面。

  图④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与涉外法治教师团队”、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理论法学教学团队”入选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

  图⑤ 司法部等六部门实施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 到2025年遴

选1000名高端领军人才。

  图⑥ “纪检监察学”进入新版学科专业目录 多校成立学院或

开设专业。

  图⑦ 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

  图⑧ 中国政法大学举办首届“世界法学家高端论坛”。

  图⑨ 中国涉外法治工作取得新进展 首家涉外法治学院成立。

  图⑩ 《新时代这十年》系列丛书之《新时代的全面依法治国》出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英文版）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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