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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驰 近日，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举

办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孙佑海表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

要内容。《意见》为今后的美丽中国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指引。他强

调，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是天津市高端智库，也是在全

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将为国家有关

部门推进绿色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他结合《意见》就政策与法律的

关系、法治建设的新推进、党内法规建设的新发展三个方面作主

旨报告。最后，他勉励大家今后要继续深入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

成果。

甘肃政法大学与莫斯科国立法律大学
签署合作备忘录

  本报讯 记者赵志锋 为加快推进甘肃政法大学涉外法治人才

国际化培养项目落地，2月2日，甘肃政法大学与莫斯科国立法律大学

在线上举行了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甘肃政法大学校长郑高键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及多年来学校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特色优势。他表示，莫斯科国立法律

大学建校90余年来，为俄罗斯培养了一批知名法学家，对俄罗斯法治

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两所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理念等方

面存在相似性和相容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两校签署合作备忘录，是

两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深度合作的开端。他希望，下一阶段两校建立

常态化对话协商机制，尽快在课程共享、师生交流等项目方面落实合

作协议的内容，并逐步实现两校全方位深度合作。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韩宇 日前，由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指

导，辽宁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和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的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实验室2024论坛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研讨会在辽宁举行。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理

论探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范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

设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四个主题展开研讨。

  沈阳师范大学校长杨松强调，本次会议汇聚国内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重要高校共同参与研讨，聚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探

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建设、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

体系、保障体系等内容，将对凝聚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共识产生

重要作用。杨松总结时表示，涉外法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际法；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不等于法律加英语；涉外法治建设要找到联通

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实践路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要以需求为导

向、以问题为导向，而不能以学科为导向；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有

特色，不能千篇一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涉外实习、实训非常重

要；有效引入实践资源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甚至有

时具有决定性作用；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中市场选择与政府主

导需要协调和统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须找到适合自己学校的

培养模式。

北京大学第二届“首席合规官”
高级研修班结业典礼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日前，北京大学第二届“首席合规官”高

级研修班结业典礼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

  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晓雷表示，北京大学“首席合规

官”项目不止于对合规具体方法和路径进行传授，更关注合规价值

的选择创造与合规知识的生产创新。他希望同学们在工作中秉持

法商融合的思维，走出法律工具主义的局限，帮助企业在经营及竞

争中实现高水平的有效合规管理，为新时代的国家法治和经济发

展提供北大智慧。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企业合规的制度完善和标准执行，合规建

设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北京

大学“首席合规官”高端人才培养项目致力于更精准和高质量地回

应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培养兼备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

的企业合规人才。随着第二届研修班的圆满结束，北京大学“首席

合规官”高级研修项目也迎来了新征程、新起点。本项目将持续聚

焦合规发展的真实经验与人才需求，不断丰富和完善课程体系，为

企业合规与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与人才力量。

□ 本报记者 蒋安杰

  近日，2023年全国法学教育十大新闻揭晓。本

年度法学教育十大新闻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高等学校法学国家教

材委员会委员、“立格联盟”高校法学教育专家、相

关媒体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共同评选而出。本

次评选旨在通过梳理2023年中国法学教育发展中

的大事，忠实记录中国法学教育事业前行的脚步，

总结展示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从而进

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弘扬习近平法治思想，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做

好中国法治传播，服务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

  法学教育十大新闻评选活动自2005年启动，

多年来展示了中国法学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繁

荣景象和丰硕成果，在中国法学教育研究领域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23年全国法学教育十大新闻分别为：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中央依法治国

办、司法部、教育部、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全国法

学院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

治思想专题培训班；法学院校深入开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教育部唯

一高等学校法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落

户法大；“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院校联盟”

在京成立；10位优秀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获第十

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加强新时代法

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论坛举行；钱端升法学

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暨法治中国论坛在京举行；

全国法学院校掀起数字法学建设热潮；高校学子

在多项国际模拟法庭赛事取得突破性佳绩。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

研究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法学院校

区域布局与学科专业布局更加均衡，法学教育

管理指导体制更加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

升，重点领域人才短板加快补齐，法学理论研究

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能力持续提高，基础理论研

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更加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到2035年，与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相适

应，建成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法学院校，造

就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专家学者。

  2023年12月19日至21日，中央依法治国办、

司法部、教育部、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全国法学

院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法治思想专题培训班，首次对全国625所法学

院校负责同志进行全覆盖集中培训，共有2000

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紧密

结合法学院校实际，突出对法学院校负责同志

思想政治引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法治人才保障和理

论支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中央依法治国办、司法部、教育部、中国法学
会联合举办全国法学院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培训班

  2023年，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

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等法学院校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各校坚持

高站位、高起点、高标准，严格按照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教育部党组部署，及时部署启动主题教

育，稳步有序、有力有效推进工作。各高校紧紧

围绕主题教育的主题主线，牢牢把握“学思想、

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坚持系统谋

划、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全员覆盖、深化理论学

习，坚持务实之风、强化调查研究，坚持党建引

领、着力推动发展，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

实、入脑入心。

  法学院校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2023年7月，教育部教材局公示第二批国

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认定结果，全国共

认定14个基地为第二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

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成功入选并成为教育

部唯一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研究基地，基地

负责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1 1月4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启动仪式暨首届法学教材建设论坛

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专家们围绕“中国法学

系列教材建设的路径与方法”主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与交流。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是专门研究课程教材的专业智库，是从国家

层面来凝聚各学科、各方面专业力量共同研

究课程教材建设的平台，旨在提升课程教材

建设的支撑能力、健全教材建设支撑体系、提

高教材质量水平。

  教育部唯一高等学校法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落户法大

  2023年4月22日，国内著名法学院校共同

发起的“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院校联

盟”成立仪式暨“中国式现代化与建构中国自

主法学知识体系”高峰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

举行。“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院校联

盟”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以加快推

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和中国特色法

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为宗

旨，积极推进全国法学院校“思想联建、人才

联育、项目联研、成果联促、资源联享”，以“知

识体系构建、知识体系教学、知识体系传播”

为牵引，深入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法学学

科建设新路，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

理论支撑。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院校联盟”在京成立

  2023年7月12日，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

家”颁奖仪式在京举行，10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

家”称号获得者和20名提名奖获得者受到表彰。

这10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是新

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涌现出的大批优秀

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的代表。他们是：中国人民大

学王旭、中央财经大学尹飞、北京大学吴洪淇、南

京大学宋亚辉、南开大学宋华琳、西南政法大学周

尚君、浙江大学赵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胡

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谢增毅、中国政法大学雷磊。

  图①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

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图② 全国法学院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培训班举办。

  图③ 华东政法大学苏州河畔开启主题教

育课堂。

  图④ 教育部唯一高等学校法学国家教材

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落户法大。

  图⑤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院校联

盟”在京成立。

  图⑥ 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颁奖

仪式在京举行。

  图⑦ “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

究”论坛举行。

  图⑧ 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暨

法治中国论坛在京举行。

  10位优秀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获第十届“全
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2023年8月12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

研究会2023年年会“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

法学理论研究”论坛暨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

建院15周年纪念活动在西安举行。中国法学

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张文显回顾了中国法

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一年来的主要工作和取

得的成绩，对研究会在党组织建设、组织活

动、开展研究等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从

深入推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加强

研究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对明年研究会工作

重点进行展望。

“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论坛举行

  为赓续法学学术传统，传承中华法治精神，共

同探索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推进马克

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由中国政法大学

主办的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于2023年

12月12日在京举行，以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

体系为主题的法治中国论坛同时召开。大会为第

八届及第九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获奖者颁

奖。第八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共评选出获奖

成果42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22

项、提名奖10项；第九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共

评选出获奖成果37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10

项、三等奖25项。“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是在中

国政法大学倡议下设立的全国性重要省部级法学

研究奖项，自2006年设立以来，至今已举办九届。

  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暨法治中国
论坛在京举行

  2023年2月27日，西南政法大学数字法治政

府研究院挂牌成立，这是国内成立的首家数字法

治政府研究院。

  2023年5月27日，中国政法大学数字社会治

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京举行，数字社会治理高峰

论坛同期举行。

  2023年9月9日，西北政法大学举行数字法学

实验室落成仪式。

  2023年12月2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首

届全国数字正义研讨会。

  2023年12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起主办

的第四届“未来法治与数字法学”国际论坛上，国

际数字法学协会（International Digital Law

Association）正式成立。该协会是中国自主创设的

国际上第一家在数字法学领域成立的国际性学

术组织。

全国法学院校掀起数字法学建设热潮

  2023年，高校学子在多项国际模拟法庭（英

文）赛事中取得突破性佳绩，体现了法学院校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取

得的喜人成果。2023年4月16日，北京大学代表队、

中国政法大学代表队在第64届杰赛普国际法模拟

法庭比赛中分获全球亚军和季军，刷新中国代表队

在该赛事的最好成绩。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比

赛被誉为国际法学界的“奥林匹克竞赛”。2023年10

月6日，中国政法大学代表队以亚太赛冠军身份荣

获第32届曼弗雷德·拉赫斯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

竞赛世界总决赛冠军和最佳书状奖，成为这一赛

事举办32年来首次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队伍。

  高校学子在多项国际模拟法庭赛事取得突破
性佳绩

①

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