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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western region has 
special needs for foreign legal tal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base 
themselves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trive to train the applica-
tion-oriented and compound international law talents needed for the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
sity Pla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
ern region should take the demand of foreign trade practi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other fields for special foreign legal talen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a systematic training 
model of foreign legal talents that can be shar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Keywords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Plan, One Belt and One Road, Application-Oriented and Compound 
Talents, Foreign-Related International Talents 

 
 

“双一流”背景下西部地区国际化法律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 

马立群，蒋婉秋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收稿日期：2020年3月5日；录用日期：2020年3月19日；发布日期：2020年3月26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305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3052
http://www.hanspub.org


马立群，蒋婉秋 
 

 

DOI: 10.12677/ass.2020.93052 343 社会科学前沿 
 

 
 

摘  要 

基于地缘关系和国家发展战略，西部地区对涉外法律人才存在特殊的需求。西部地区高校应立足于区域

发展的实际状况，致力于培养“双一流”建设以及西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复合型国际化法律人才。

西部地区高校应当以对外贸易实践和国家安全战略等领域对特殊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探索在

西部地区可共享且有具有体系性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一带一路，应用复合型人才，涉外国际化人才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各国发展高校教育的共同选择和追求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文简称《总体方案》)，该方案致力

于切实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培育世界一流人才。《总体方案》中第十三条更是以标题的形式

重点强调了要“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西部地区各高校开始重视培养具有国

际化视野和能够处理西部地区涉外法律事务的专业化人才。本文以西部地区重庆高校为例，对相关的培

养模式和理念进行分析。 

2.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目标 

2.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国际化法律人才的基本内涵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理念更强调全球视野，更注重高校参与全球教育竞

争的能力。这给我国高校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带来严峻挑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具备“双一流”

建设要求的国际化法律人才，应该注重以下法律素养的教育。 

2.1.1. 具有全球化的法律思维，能够适应全球化形势的要求 
国际法律人才与普通法律人才的不同首先体现在法律思维上，需要将目光拓展到全世界范围内，运

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分析解决法律问题。因此，全球化的法律思维是国际化法律人才的必备条件。目前，

几乎所有的法学院都设置了国际法课程和相关的拓展课程，以培养法科学生的国际法知识，提高学生在

全球法律职业化中的竞争优势，并在国际化的法律实践中发挥法学人才的专业能力，在解决涉外法律问

题的同时保护我国应有的权益。 

2.1.2. 全面掌握并熟练运用专业知识，具备法律人的法律素养 
国际化法学人才要掌握的专业知识更加复杂多样，除了要熟练掌握并运用国内法律之外，更是要充

分了解国际法律、外国法律的相关知识。能够熟悉和了解世界各地主要国家的法律体系知识的国际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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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更加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上占领先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国外各国的交流

和合作越来越频繁，法律方面的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在进行国际贸易救济的案件中，不管是国家行政

机关，还是法院、律师人员、行业协会、企业等都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并且还要对国际贸易组织

规则有很好的了解，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日渐增多的国际贸易纠纷，切实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1]。
因此，我国现阶段需要的法律人才，除了具有运用国内法律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外，还要对国际法律知识

有充分的理解，以应对经济贸易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2.1.3. 能够独立准确地处理国际和国内法律问题 
对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来说，能够独立处理国际、国内的法律问题是一项需要在日常的学习工作

中长期累积经验而慢慢形成的综合技术。法律人员首先必须要精通一门外语，并能够熟练运用外语来

处理法律问题。目前国内很多法律院校在本科阶段就设置了英语必修课程和第二外语选修课程，在研

究生阶段设置有多元的第二外语课程。此外，学习法律知识的最终目的还是将其运用于实践，国际化

法学人才不仅要能够熟练掌握国内法和国际法知识，还要熟悉实践中的专业技术问题，将理论知识与

实践问题进行衔接。此外，国际化同时还代表着法律专业人才还要熟悉世界各国的文化背景，文化背

景是制定法律制度的影响因素之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其适用过程

也同样存在差别，真正能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解决法律冲突的人，才是当前国际社会所真正需要的

专业国际化法律人才。 

2.2. 西部地区对涉外法律人才的特殊需求：以重庆市为例 

重庆自 1997 年成为直辖市以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98 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7.6%，2000 年提高

到 8.5%，2004 年突破 12%，经济增速在 2014 年之后持续在全国领先。其中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一

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为重庆提供了更多对外发展的机会。重庆经济的增长以及对外交流的增多加大了

对国际化法律人才的需求。重庆市的涉外法律人才供给存在较大的缺口，西部地区的其他城市也有与重

庆相类似的情况。西部地区高校应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实践，加大力度培养具有地区特色的应用复合型

涉外法律人才。 

2.2.1. 培养应用复合型涉外法律人才 
重庆高校培养的涉外法律人才同样需要满足法律人才的基本条件，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也对

法律人才提出了新要求。2018 年 4 月，教育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与教育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参照《法学学科门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参考框

架》制定了《普通高校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规定要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及后备力量。 
应用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既包括法律框架内的复合型人才，也包括法律外的跨学科复合人才。前者

指具有法律思维、遵守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法学理论扎实、具备运用法律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法

律人才。后者是指法律复合型人才既要有法律专业知识与技能，也要有其他专业的知识与技能；既可

以是跨专业的，也可以是跨学科的[2]。既懂法律，又懂经济、人文、社科知识；既懂法律专业知识，

又懂其他专业科学知识；既懂中国法律，又懂外国法律；既懂中文，又懂外文，完全能够适应国际国

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3]。重庆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复合型涉外法律人才既要具备法律内复合型人才要

求，同时掌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专业知识，并在此基础之上具有一定处理国际

事务的能力。 

2.2.2. 培养具有地区特色的涉外法律人才 
重庆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在满足国家对法律人才的要求的基础之上，应根据本地区对外交流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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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培养符合地区对外发展战略的涉外法律人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深化。重庆地处“新西部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

之路”的联络点上，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腹地。重庆的对

外发展需要培养“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法律人才，打造法律智库汇集中心，为成渝城市群和整个西部

地区提供智力支持[4]。具体而言，重庆高校培养法律人才的目标不应该仅仅立足于推动区域经济建设的

发展，而是要在体现出浓郁地方特色的同时，重新定位高校法律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是

一批掌握专业知识，熟悉国际规则，了解沿线各国法律、经济和文化，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并能用外语特别是小语种进行专业性交流的国际化复合型法律人才。 

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西部高校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双一流”战略下重庆国际化法律人才的培养应以《总体方案》为指导，并充分考虑“一带一路”

建设给重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立足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与沿线各国共同培养国际化法律人才的

同时，也需要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并与国外的法学院校展开合作，共同推进涉外法律人才

培养工作。在此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对其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进行介绍和分析。 

3.1. 东盟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东盟成员国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西南政法大学 2010 年成立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目前

已经在研究团队、学术平台、服务设施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和国际影响力。该研究

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国——东盟法律领域的务实合作和人才培养。首先，该中心通过组织建设中国——东

盟法学建设培训基地，连续举办多期东盟学员研修班以及东盟国家高级法律官员博士班，邀请并接受沿

线东盟国家的多名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参加，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法律理论与实务的交流。其次，

该中心也致力于推进与东盟高校开展合作交流，推进留学生教育，通过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尤其是与

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学校的国际化办学特色。其先后与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和

地区的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与多个国家互派留学生，并合作培养硕士生，合作成

效十分显著。再有，该中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顺利启动东盟 1+4 本科项目，该项目自实施以来，派出

中国学生到东盟国家高校学习。这些专业的学生除具有需掌握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外，还对东南亚的

法律和语言有更多的了解，掌握了一定的处理涉外事务的知识。 

3.2. 与欧美高校双学位办学模式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教育也逐步迈向国际化。近年来，我

国多所高校加入到了开设国际合作办学的项目当中，推动了“走出去”和“请进来”同步进行，这也是

高校综合实力提升以及人才规格提升的重要路径[5]。西南政法大学在国际合作办学的浪潮下，先后与欧

美国家的知名院校如英国考文垂大学、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建立友好关系，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探索

与国外高校采用“3+1”培养模式培养双学士学位的本科生和双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作为法

学专业院校，每年参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法学生为数众多，其合作培养模式优势明显，通过在两个国

家和两种法律文化氛围下学习并取得双学位可以提高学生在法律事务中的竞争优势。 

3.3. 与国外高校互派师生交流模式 

与国外高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师生短期交流项目，是西部地区高校目前最普遍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如西南政法大学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台湾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 多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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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机构)建立了校际合作与交流关系，合作开展交流项目。项目内容主要分为学术型与能力提升型，前者

指学生在国外合作院校进行为期 1~2 学期的专业课程学习并参加考试；后者指学生通过参加学校与合作

院校开展的短期研习项目，参观国外的著名高校并与相关高校的师生进行座谈交流，或针对某一特定主

题开展相关活动。此外，学校也通过互派访问学者、合作研究、共同培养等多种形式，使专职教师到国

外知名法学院校进修、学习与研究。 

4. 加强西部地区高校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路径 

越来越激烈的经济全球化竞争形势以及各国愈加频繁的贸易往来使各国对国际化法律人才的需求不

断增加，法律人才处理的案件中国际化案件比例急剧上升，强化国际化法律人才队伍建设能够消减改革

开放不断深入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在此背景下，西部地区各高校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调整区

域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4.1. 西部地区高校区域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方式存在的困难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西部地区已经意识到了培养国际化法律人才的重要性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工

作，各高校纷纷建立涉外法律研究中心、不断完善法学专业结构体系、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法

科学生的国际视野与交流能力，全面提高法律人才质量。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 

4.1.1. 国际化法学课程建设方面 
国际化法律人才既要满足法律人才的需求，又能适应国际化趋势，西部地区高校国际化课程的开展

应牢牢把握这两个方向，在考虑自身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使教学内容和授课形式都能体现国际化趋势，

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化多样性下的复杂的国际法律现象；同时也要注重应用复合型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

使学生具有独立处理法律事务的综合能力，将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化法律环境，但是与亚洲其他国际

化课程建设较好的国家相比，西部地区高校国际化教育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建设阶段。 

4.1.2. 国际化师资力量方面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在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重庆作为国际大都

市，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一直走在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前列，国际化教育水平也

相对较高。高校教师中从事国际化教学的教师配备相对齐全，但是专门从事涉外法律研究的教师数量仍

然相对不足。这些不足也会在其他西部高校的涉外法律教学中显现，比如小语种课程开设数量较少，外

国法学课程与原版教材的讲授存在困难，精通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沿岸国家的法律专家不足，这些

都会导致西部地区在培养区域性涉外法律人才时缺乏支撑基础。总之，传统的教学方式难以满足涉外法

律人才培养的需要，应该学习西方国家的开放式、启发式、翻转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受裨益[6]。 

4.1.3. 区域国际化交流环境方面 
高校的法律国际化交流工作主要通过吸收法学专业的外教以及留学生、与境外法学院校合作办学、

开展交流合作项目等推进，这些丰富校园的国际化元素能为在校学生创造校园国际化软环境氛围，拓展

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学生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各国法律。然而，西部地区高校的国际化交流条件还不够

完善，国际化交流环境欠佳。具体表现在：一是本土教师参加的区域国际化交流培训项目较少且项目吸

引力较弱；二是学校聘请的外籍教师在校授课的比例不高；三是地方高校的留学生在校学习人数总量不

足，部分院校的留学生层次不高，难以营造国际化氛围；四是国家对西部区域国际交流合作项目资助不

足，尤其是对东盟国家、北亚国家和南欧国家的公派奖学金资助较少，许多地方院校学生受公派赴区域

国际组织担任志愿者和实习的人数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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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西部地区高校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之完善 

4.2.1. 吸收国内其他地区高校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理念 
一个地区的人才培养模式应立足于该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尽管其他省份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模式与西部地区存在差别，但是这些地区仍然有几点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第一，以社会需求和

学生的职业规划为导向。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制定区域性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方案，如针对区域法律人才的

需求收集学生意见制定培养模式，使法学专业的学生能够针对性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学习

方向。第二，创新多元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中东部地区敢于大胆启用创新人才，许多创新实验以及

法律政策的试点工作都是在中东部地区开展的[7]。东部地区也致力于引进国外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中

外合作办学就是中东部地区高校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人才的一个典型范例。第三，注重涉外法律与多元

影响因素的结合。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与法律教育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使对国

际化法律人才的需求增大，但是在法律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东部地区与西南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相对较快，高等教育起步也相对较早，高校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

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也是中东部地区重视涉外法律教育的原因。第四，注重校企合作，产学结合。中东

部地区的成功经验是校企合作关系比较紧密，中东部地区大型外资企业较多，学校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

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国际化法律人才，这些外资企业可以与高校展开紧密合作，在高校校园里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同样可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实习机会。 

4.2.2. 借鉴欧美等国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在地国际化培养模式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流行，“在地国际化”概念最早由瑞典马尔默

大学副校长 Bengt Nilsson 于 1999 年的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简称 EAIE)春季论坛所作的《在地国际化–理论与实践》(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Theory and Praxis)
报告中首次提出。他认为，“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简称 IaH)是指“教育领域中发

生的除学生海外流动之外的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活动”，其目标是“通过让所有学生在求学时期有机

会接受国际理念与跨境文化的影响来提升自身能力和资格，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化世界的需求。”[8]
“在地国际化”理念突破传统的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模式，重点关注在校所有学生的本土国际化教育而不

是局限于对有能力与条件出国的人进行国际化培养。“在地国际化”强调学生的本土国际化培养，通过

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性校园，在本国本校为学生提供接触国际性教育资源和跨国文化的机会，无须

跨国便可获得相同或更加优质的教育效果。在地国际化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以课程国际化和跨文化课

外活动为核心的教育环境国际化的过程[9]。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世界范围

内的各所高校也能实现资源共享，这些都为“在地国际化”培养模式创造了良好条件。该模式既可以有

针对性地设置培养目标，同时也可以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学习涉外法律的平台。 

4.2.3. 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真正适合西部地区高校的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应扎根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教育发展规律

的要求，找到最有利于发挥区域优势和凸显特色的发展方向。在培养国际化法律人才的过程之中，让学

生国际化素质的培养及时跟上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步伐并将其融入到施行在地国际化理念的常态化的课程

教学之中[10]。西部地区应以培养复合型区域国际化法律人才为目标，形成独具区域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一，基于地缘特点和国家发展战略，科学设置培养模式。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实践和国家安全战略

等领域对涉外法律人才存在特殊的需求，例如国际反恐战略、东盟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等。在西部

地区法律教育中应针对性地开设专业课程和特色课程，形成可共享的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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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基于区域经济需求，加强定向区域涉外法律人才培养。针对区域法律人才需求，重点在区域

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和经济信息安全领域、民商事诉讼与仲裁领域、区域贸易领域、区域投资领域、跨

境金融与资本市场领域、区域能源与基础设施合作领域、海事和海商领域、跨境犯罪与司法写作领域等

领域培养法律人才。 
第三，建立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体系，提供良好的实践平台。为东盟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的发展提

供跨区域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促进与国外法律高校之间的合作，与国内外仲裁机构和司法机关合作，

在海外贸易、公司跨境并购、知识产权保护、公司境外发型债权、解决涉外协议等方面形成稳定和体系

化的平台。同时，也为培养区域涉外法律人才提供实务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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