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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后，我国法学教育迎来
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法学教育得以迅猛发展。
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制度而言，尚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这就要求我国法学教育应当进行改革。
　　朱立恒博士近年来一直关注法学教育问题，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法学》、《比较法
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关于法学教育改革学术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大胆择取了《法治进程中的高等法
学教育改革》这一宏大的选题，完成了这部28万字的专著。
本书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为视野，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考察与反思，并提出颇有
见地的改革建议，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良性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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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为视野，对我国法学教育的主体——高等法学学位教育存在的问题和
缺陷及其改革出路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作者首先在考察新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对我国法学教育演变的基本特征以及新中
国法学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然后，笔者从宏观上探讨了知识经济、全球化、依法治国、现代大学的功能、司法考试与中国高等法
学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后，笔者分别对我国高等法学本科教育、法律硕士教育、法学硕士教育、法学博士教育的现状、问
题及其改革出路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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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立恒，男，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政治学。
近年来在《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法学评论》、《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
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已出版《公正审判权研究》、《刑事审级制度研究》、《宽严相济视野下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等个
人学术专著5部。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
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中青年基金项目、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等部级课题研究5项。
专著《传闻证据规则研究》，荣获全国第一届（2007年）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三
等奖；论文《我国刑事检察监督制度改革论纲--以刑事检察监督的弹性化为中心》，荣获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理论与实践三十年”大型征文评选活动优秀论文三等奖；论文《中国法学教育三十年回顾
与展望》，荣获中国法学会“中国法治三十年网络征文”全国评选活动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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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法学教育　　（一）中国清朝末期的
法学教育　　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受到巨大冲击。
尤其是在外国列强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夹击之下，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处在风雨摇曳之中。
为了挽救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更好地配合洋务运动，清朝政府内部分化出来的洋务派深刻感受到培
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这种背景之下，为了掌握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处理外交事务，1862年清政府洋务派创办了京师同
文馆。
在成立初期，京师同文馆以外语教学为主，后来又陆续增设了有关自然科学、实用技术和社会科学方
面的课程。
京师同文馆也因此被誉为我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
随后，为了改变“国事求外”的窘境，了解西方各国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有关国际法规，以求引用来处
理与各国关系及有关纠纷，京师同文馆不仅翻译了美国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而且专门设立
课程，讲授公法内容，培养国际法律人才。
这就是中国近代新式法学教育的萌芽。
　　但是，在西方列强的遏制下，清朝政府企图借鉴西方国家的科技振兴清朝军事和工业的愿望并没
有得到实现。
随后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清朝政府又开始了制度上的变革。
从此，中国正式拉开了近代法学教育的序幕。
在这个时期，清朝政府最早的法学教育机构是1895年由天津海关道台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其
头等学堂就包括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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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为视野，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考察与反思，并提出
颇有见地的改革建议，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良性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本书的以下三个特点尤其值得提倡：一是关注历史；二是关注社会；三是关注问题。
　　朱立恒博士作为一名奋斗在教学与科研一线的年轻教师，除潜心于本专业领域外，更心系我国法
学教育事业的兴衰，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前途呐喊，作为一名一生都在教育战线工作，视教育为天
职，把教育作为一门学问来对待的老教授，甚感欣慰！
　　——江平　　本书堪称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与一些论著过于强调对策和模仿西方国家法学教育模式不同，本书始终围绕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存在的
问题以及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来展开论述。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高等法学教育的一般规律，从而避免将西方高等法学教育模式作为中国高等法
学教育是否合理的一种尺度，而且，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作者并没有一味地从理
论上进行简单地逻辑推演，而是充分利用数据统计资料，采取了实证分析方法，从而避免了空洞的说
教，增强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在此我愿将此书推荐给读者。
　　——王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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