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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年4月·总第66期)》内容简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系中国政法大学主办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编辑的法学教育类学术性刊物。
从2006年起，《研究》正式改版，以书代刊，每年分4期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分别为
每季度的末月。
《研究》栏目有法学教育、教育制度、现代大学、今日法大和百花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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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桂琳，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政治学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科规划组评审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
工程”西方政治思想史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精品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主持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政治学基础课程)带头人。
先后师从杜汝辑先生、徐大同先生从事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学术专著3部，发表专
业论文20余篇。
先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瑞士洛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和进行学术访问。
获得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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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学教育法律硕士(J．M．)入学考试评析和改革思路附件：有关法硕入学考试的问卷调查和分析法律
人才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第一资源——从法律职业到法学教育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概览附件：全国
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布局一览(1981-2006)走出中国古代法学教育的误区大学法律教育、就业率与法律
本科教育论法的本质与法学教育的主体性论法学教育：澳大利亚法学院的经验财经院校法律硕士教育
发展之路——以江西财经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为例法律硕士入学考试的缘起课程与教学法学本科课程设
计思维中的教育目的之透视法学基础理论课教学方式与考试方式一体化研究浅谈实践教学在法学本科
教育当中的重要作用教育法研究走人法学视野的中国教育法学今日法大对我校法学专业双语教学的几
点建议百花园寻求法意，天道酬勤——读书治学之偶见法学教育会议综述首届“中国一非洲法学教育
与法律文化论坛”综述“中美法学教育研讨会”会议综述作者名录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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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指引下，社
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不断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
步形成，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中国的法治进程已不可
逆转。
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对法律人才的素质要求非常高。
现在我国特别缺乏高层次的法律人才，涉外经济贸易中的法律服务市场基本上被外国大的律师事务所
垄断（尤其是中国加入砌后，涉外律师需求增加，国内涉外诉讼律师人才断层的现象已经显露，而且
这方面人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中西部地区几乎是空白）。
如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每年面向全世界招聘法官、法官助理，但中国仅有几人在那里工作，还不如塞内
加尔这样的小国。
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高素质人才，我们的学生对国际的法律惯例、判例了解不够，精通英语、法语两
种语言的学生不多，且跨文化的交流能力不行。
而中国的发展，需要中西贯通，既懂得法律，又懂法律与社会联系的人才，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作
。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不可动摇，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也不可逆转。
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对于改革反思的各种意见，不应该导人姓“资”
姓“社”的制度之争，而应该是深入思考和探索改革如何深入的问题。
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提供社会公共品的公平公正上，而当前教育、公费医疗、劳保、住房、
农业、交通等公共品的短缺低效等问题，又恰恰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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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年4月·总第66期)》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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