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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创办至今，中国政法大学已经走过了60年的不平凡历程。
和世界上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学相比，甚至与中国的许多大学相比，中国政法大学的历史都是很短暂的
。

　　尽管法大的历史并不算长，但她在60年的办学历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传统与风格。
60年来，一代又一代法大人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为推动中国的法治昌明、政治
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而不懈努力。
可以这样说，中国政法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始终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也始终与中国法治建设的进
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60年的办学历程中，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有过辉煌，也历经坎坷，先后经历
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政法学院第一代创业者的艰苦努力下，学校得以创立并稳定发展，为新中国培
养了一大批急需的政法专业人才。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文革”的开始，学校遭到了破坏，办学也陷入停顿，最终还被撤销。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建设迎来了久违的春天，北京政法学院顺理成章地恢复重建。
在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学校办学自此进入一个快速发
展时期，在此期间学校不断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办学成就印证了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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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1年10月8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所、当代德国法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
德法学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孙琬仲、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先后致辞。
本次会议旨在促进中国和德国法学交流，增强两国法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研讨范围涉及法理学、刑
法学、法律史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诸多范围。
来自德国汉堡大学、波恩大学、图宾根大学、弗莱堡大学的教授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我校的专家学者15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二、为法制建设贡献力量　　1992年6月，为满足社会对诉讼证据鉴定的需要，经司法部授权，中
国政法大学民政部鉴定中心成立。
　　1992年12月1日，宪法教研室举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十周年讨论会，江平、许清等
校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到会并发言。
讨论会积极评价了宪法实施10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并就有关条款的修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陶髦、王启富等人出席了会议。
　　1993年1月，经国家人事部批准，我校江平、巫昌祯等8位专家享受1992年政府特殊津贴。
怀效锋博士被评为1992年度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技术、管理专家。
4月27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法律百科全书》被评
为“全国十佳经济读物”。
6月，由徐杰教授主持的“中国技术合同法制的研究”课题荣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3年10月，陈光中教授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托，支持起草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
稿。
参加起草研究小组的有严端等多位我校教授和老师。
1994年7月，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起草完成，送交全国人大法工委审议。
该建议稿中的大量条款被吸收采纳，对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
　　1994年11月14-16日，陈光中教授主持召开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司法部部长肖扬、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中国政法
大学校长杨永林参加了开幕式。
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9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17位海外教授、专家，与内地
近百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陈光中教授在会上作了“国际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展望”的主题发言。
此次国际研讨会，对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4年5月10日，校庆42周年“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昌平校区召开。
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陶髦教授主持了研讨会，有关方面专家学者270多人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40
多篇。
　　1995年6月10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国有企业公司化与国外证券市场研
讨会”在学院路校区隆重举行。
国家体改委、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全国人大法工委及各大律师事务所、首都高校法律院系代表及
我校部分师生参加了研讨会。
　　1995年10月30日，张晋藩教授在人民大会堂作了题为《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化的开端》的讲座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副委员长田纪云、王汉斌，全国人大秘书长曹志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
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负责人听取了张晋藩教授的报告。
11月1日，张晋藩教授应邀为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属各机关的.500多名干部又作了
一次讲座。
从11月9日开始，张晋藩教授开始接受地方人大的邀请，到全国各地作关于宪法和法律知识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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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期货法律研究所举行成立典礼。
司法部副部长张耕，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扔教授，江平教授及杨永林校长
出席典礼。
中国政法大学期货法律研究所是由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金鹏期货法律事务中心联合创办的，由江平教
授任管理委员会主席。
　　1996年3月29日，“张佩霖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在学院路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马原，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周贤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崔洪夫，中国政法
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启富、法律系负责人和民法教研室的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
的学者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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