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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首先认识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演进、现实状况，以及

未来的根本出路。 1949年以后，中国新的法学教育是在学习

和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中国既有的传统

律学的联系中断了，与中国从西方借鉴的资本主义法学的联

系中断了。很快又由于中苏交恶，导致苏联模式在中国法学

教育中被淘汰。一个时期，新中国的法学和法学教育竟然成

为没根没底的浮萍，随波逐流，直至被文化大革命所彻底破

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法学教育开始恢复重建。那

时，我们来不及深入思考、精心构设和良好推进。仓促之中

重构的中国法学教育必然是初步的，许多细节都需要在未来

的发展中加以完善；许多失误都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加以修

正。 正当我们需要对法学教育加以完善的时候，中国社会正

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法治需求不断

提升，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法律实践更加纷繁，以急就章形

式发展起来的法学教育，如何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就

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历史注定了中国目前

的法学教育必然处于一个除旧布新、改革发展的新的历史阶

段。改革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法学发展的现实状况和

时代主题。 从此，中国法学教育赢得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

。除了既有的政法大学和政法学院继续着悠久的法学教育并

以之作为自己的优势学科之外，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不

管是否具有足够的条件都办起了法学院系。一些不甚合格的



师资进入了法学教师的行列，一些质量低劣的教材也纷纷滥

竽充数。 中国法学教育的恢复重建是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

同步的，是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的，是与中国政治的

民主发展同步的，也是与中国的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

进程同步的。 中国法学教育的高速发展正是适应中国社会发

展需要的表现。随着数量的增加，质量问题也就日益凸现，

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也许是“质量参差”。中国法

学如何与国外和国际法学教育同步，中国法学教育在国内如

何同步发展都成为问题。 在众多的问题之中，师资的问题无

疑是最首要的，优秀法学师资的缺乏更是至为严重的问题。

中国最近几年引进法学师资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引进人才

价格最高的学科之一，与之是不无联系的。当然它既是热门

的话题也是头疼的问题，引发了几多怨恨和几多心酸。 其次

是教材问题。法学教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趋向统一的，

此后，法学教材的多元化既是法学教育繁荣的表现，也妆点

了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繁荣，但是也一直存在着散乱、参

差的问题。良莠不齐成为法学教材的重大问题。优秀者固然

优秀，低劣者过于低劣。这与一些法学教育机构缺乏师资又

在编写教材上勉力而为有关，也与一些学校将法学教材作为

科研成果在评定职称中予以不适当定位有关。 因此，中国法

学教育的质量提升将成为未来的主要路径和根本点。因为，

在量度上，中国法学教育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难以

再有大的发展，也不宜再做数量上的扩大。 现在高等院校正

在改革发展之中，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需要，面对法治发

展对法律人才的客观需求，再在法学教育上搞计划经济那种

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垄断，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在法学教育的



持续发展中，恐怕师资问题、教材问题将是其中的难点和重

点。如何实现法学师资和法学教材的优化，是推进中国法学

教育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法学教育机构结合中国法学人

才的成长，制作人才更新与代际交替计划应该成为时代主题

。 随着一大批教师因退休而离开法学教育舞台，新的法学教

育者应该何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法学教育人才

的发展规划应当与学科发展规划相统一，这将是高校竞争的

重要方面，也是确保法学教育质量的长久保障。法学教材的

建设问题，首要的是慎重选择，其次是精心制作。教材上的

过分统一，将抑制法学教育与研究的个性，从而影响法学的

学术自由；过分随意，将使法学教育质量低下，降低法学教

育水准。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失误都会以牺牲人才质量作为

代价，必须迅速加以解决，力求科学决策、正确推行。就一

般法学教育机构来说，教材首先不是写作的问题，而是慎重

筛选，对于一些法学学术与教学实力很强的高校来说，教材

也必须精心制作，并不断完善。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法

学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出路是与整个高等教育体制联系在一

起的，也是与其他学科的问题相类似并共存的。因此，对于

法学教育问题的解决恐怕还有一个如何与整个高等教育，与

其他学科的改革发展同步的问题。说到这些，中国法学教育

的发展恐怕又是说来话长了。好在，我们有信心推进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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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曾获得司法部法学教育优秀育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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