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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才需要的多样性与法学教育的特色化 

王春业，任佳佳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 ，为此，各高校的法学教育在完成法 

学专业对人才培养共同性要求的基础上，必须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师资条件、办学传统与条件，特别是 

所依托学校的强势学科等实际情况，要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建设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走一条有特色的 

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之路，以满足社会不同需求主体的不同需要，避免人才培养中的 “千人一面，千校一面”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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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versity of Talents and Characteristies of Juristic Education 

WANG Chun—ye，REN Jia—jia 

(College ofLiterature and Laws，China Un~rsity of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JiangSu 221116，China) 

Abstract：The demand for jurisfie talents diversifies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refore，juristi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should open up a characteristic path to foster juristie personnel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goal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atterns，meanwhi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ir locations，faculty，infrastructure，university 

conditions and convention，especially the advantages of other disciplines，and the common requirements for jufisde 

profession，in order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social needs，and change the stereotyp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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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多样性 

对 “社会需求”一词可有两种理解 ：一是将社会需求 

理解为社会需要什么，这是 以社会为核心，强调社会对人 

类的凝聚力；二是将社会需求理解为被社会需要或认可， 

这是以人自身为核心，强调人类只有被社会认可才有价值。 

但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人只有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 

才会体现 自身的价值，这就决定每个人都必须有 自己的社 

会定位。个人对社会需求最大的满足，就是个人 自身选择 

最恰当的社会角色。̈ 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 

日益复杂与分化，各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由以前所谓的 

三百六十行已经演变为难以数计的各行各业，同时，社会 

对各类人才 ，包括法学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专业化和多样 

性 。法律实践也因此呈现出日益细化、多元化的特征：不 

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岗位群对法律人才要求的标准及 

其类型不一样。就目前而言，社会不仅需要在国际市场上 

驰骋疆场，既懂法律又懂外语、经济、金融的复合型人才， 

也需要能安心扎根在基层的法律工作者；不仅需要学术类 

人才，还需要大量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类和辅助类法 

律人才；不仅需要高质量、有特色的 “高端精品”，也需要 

大量 “中、低端产品”；不仅法律职业岗位如法院、检察 

院、律师事务所等需要法律人才，其他的各行各业都需要 

法律人才， J“法学专业毕业生早已脱离了早年 向 ‘公检 

法’定向输 出的轨道，转而进入由司法机关、法律组织、 

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NGO组织等组成的多元化的就业 

环境”。[。】 

当前 ，真正的法律人才需要精通法律之外的某一领域 

的知识 ，尤其是对一些专门领域的法律知识，如税法、环 

境、医疗、教育、社会保障、金融、通商等方面，如果没 

有某一领域专门的知识，就谈不上解决这些领域的法律问 

题。而且，即使在公检法机关，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对 

法律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专业化了，例如，随着环境纠纷 

的增多，我国一些地方如贵阳、无锡、昆明、青岛等地的 

法院相继设立了环境法庭，但现实中由于缺乏具有专门环 

境资源法律知识的法官、检察官、职业律师，使得处理环 

境资源案件时在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技术上困难重重；L4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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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不少城市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但专门的知识产权人才 

却不易获得；船舶运输、海事、海洋环境、船舶保险等纠 

纷的增多，迫切需要大量的海事法务人才来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说，法律人才 “他们的工作领域如此宽广，包括从贫 

困救济法到国际并购的广泛领域。甚至像税法这样一个单 

独的领域，也可以划分为个人、公司、合伙、不动产、赠 

与以及国际税法等专业部门。” 而那种万精油式的法律人 

才在处理某一领域内专业性很强的法律问题时，往往有束 

手无策之感。 

可见 ，社会分工的细化，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几乎 

每个行业都对法律人才有更多需求。“凡是需要法律治理的 

地方 ，就需要法律人，而这种需要又不 是一种 固定的模 

式”。 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行业 ，每一行业都需要专门为 

自己服务的法律人才。而且在法律已经融入我国社会生活 

方方面面的过程中，新的法律部门和领域不断出现 ，今后 

的发展趋势是，某一专业领域的法律人才将越来越吃香， 

而万精油式的法律人才将难以打开局面。因此 ，人才不是 
一 个规格、一种水准的，人才是分层次的，其类型是多种 

多样的。只有人才的多类型、多规模、多层次，才能构成 

人才的 “合理结构”。 

二、法学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多样性要求 

在教育领域中，关于教育的目的，有两种代表性的观 

点：一是强调教育的社会性，认为教育的根本 目的是培育 

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 

应生产什么样的人才；二是强调以人的自我完善发展为核 

心，主张为社会提供体格健康、心智健全、人格完善的人。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社会的发 

展与个人的发展是互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对象的历史过程： 

社会发展的价值，在于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创造更好的生存 

和发展的条件；个人发展的价值 ，在于承担社会任务更好 

地推进社会发展。”【6 坚持以人为本，如果没有社会的诉求， 

就会失去社会责任感，成为 自由主义的孤魂 ；坚持社会本 

位，如果没有个体的诉求，就会异化为国家社会正义的工 

具，失去自主与权利意识；只有培养充满个性而又适应社 

会的人，才是教育目标的世俗选择。因此，作为高校的法 

学教育，其教育目的在注重人自身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培 

养各类所需要的人才是其应有职责。既然社会上对法律人 

才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作为培养法学人才的高等学 

校，必然要适应这种需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地域，为社会 

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法学教育的 “第一项任务，是要针对 

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7 不断 

细化的行业与职位向法学教育提出了越来越强的挑战，而 

多样性人才培养，目的就是要让法学教育适应社会对多样 

化人才需求，适应学生对法学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此外，从学生的就业角度来讲，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 

高校面向市场经济自主办学的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使得教 

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不再 

是国家的 “订单制造”，而更是面向社会、面向学生的一种 

服务。 高校如同工厂，而学生类似于产品，生产出来必须 

销售出去，否则，就要关门倒闭，而这个销售就是毕业生 

的就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评价标准，就业率低往往被认为 

所设置的专业与社会脱节，不适用社会的需要，就得不到 

学校的重视，经费、设备等也会相应减少；同时，学生的 

就业情况也反过来影响专业的招生，因为如果不能很好地 

解决学生的 “出口”问题，势必会出现招生滑坡现象，而 
一 旦招生困难，就要减少招生规模，有的甚至被砍掉，进 

而出现生存危机。因此，如何提高法学学生的就业率，是 

每个高校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是衡量各高校教学质量和 

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只有有效地解决学生的 “出口”问 

题，才能更好地解决学生 “人口”的问题。-9 解决就业问 

题的关键是根据社会需要，培养 出适合社会多样化要求的 

法律人才；而试图培养出一个个万能的法律人，那培养出 

的将是千人一面的失业大军。 

可见，无论是从法学教育的 目的，还是法学院系自身 

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都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多样 

性的客观现实，积极调整办学方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三、法学教育的特色化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多 

样性 

从整体上讲 ，全国专业规范对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有一 

个共同性要求，这有利于保证该专业学生达到一个 “基本 

水平”，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专业。但社会对人才需要的多样 

性，使得我们不能用唯一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大学人才培 

养的质量和水平 ，应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突出各自 

的特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年)中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 

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 

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 

和风格 ，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所 

谓特色化是通过差异化、个体性化的竞争战略形成难 以复 

制和难以替代的比较优势，并进而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特色化也就是差异 

化，差别化竞争战略强调要向市场提供与众不同的产品或 

服务 ，用以满足顾客特殊的需要 ，从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一 

种战略。【l1] 

法学教育的特色化，是指各高校法学专业根据所在院 

校的类型、功能、层次、历史传统、地域等方面的差别， 

充分结合本校其他学科资源，形成有 自己特色和优势的人 

才培养模式。特色既可表现为学科门类上有自己的优势研 

究领域，也可表现为学生培养目标上偏重理论还是实务， 

还可表现为人才培养层次上的区分。-】 法学教育的成功之 

路，是改革创新、特色办学之路。n’ 而目前许多高校的法 

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普遍过于泛化，特色不鲜 

明，几乎所有的法学教育都千人一面，“基本上是在高度理 

论化的气氛中培养出来的缺乏实践技能的、高度同质化、 

缺乏个性的人才”。-J 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没有自己的 

特点，造成同质竞争，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因此，法律人 

才市场上 “过剩”和 “短缺”共存的现状，反映出人才培 

养理念的滞后，折射出人才培养结构的失衡，也凸显出人 

才浪费的深层次根源，即法律人才培养机构未能培养出社 

会需要的特色人才。 

就像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或没有必要生产出所有的产品 
一 样，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更没有必要培养出所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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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适用的各类法律人才，正如美 国学者布鲁贝克所言 ， 
“

一 所大学如果试图办成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万能机构 ，那不 

是骗人的，就是愚蠢的”o[151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 

的法学教育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路，根据各 

自的特点，走特色化的路子，发挥自己的长处，尤其是对 

于处于地方或理工科行业院校中的法学教育更是如此。各 

高校必须在某一方面发挥专长，在某一方向上体现出人才 

特色，由 “大法学”向特色化方向发展，即在坚持法学共 

同性要求的基础上，寻找 自己的特色，培养 自己的特色性 

人才，以迅速适应市场对法律人才的多样性需要。 

实际上，我国法学教育的分布现状为特色化教育提供 

了良好的契机。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办学机构上呈现 

出多样性 ：有政法院校、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财经 

类、医学类、师范类等 的法学专业 ，这些法学教育之间， 

不但师资差异大，生源悬殊巨大，而且办学条件、对外交 

流的机会也各有特色。这种格局本来被认为是一种劣势， 

甚至被认为是法学教育混乱的表现，但如果走特色化的路 

子，却又会变成一种优势，为特色化办学提供了天然条件。 

“世界上没有哪一类大学能够全面满足社会各方面、各层次 

的需求，也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够接纳知识基础参差不齐和 

学习意愿差异甚大的学生。”Ll 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上不同 

的大学，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模式，形成 了不同的特色。因 

此，我国各高校要在充分认识 自身基础和所依托的高校优 

势专业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法学教育教学改革 ，有所侧重 ， 

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弥补 自身不利 ，力争形成 自身鲜明的 

人才培养特色，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 

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 

而当各高校的法学教育呈现出特色化时，整个法学教 

育就是多元化了。实际上，法学教育的特色化与多元化并 

无明显界限，特色化本质上就是多元化。特色化形成的同 

时 ，多元化也必然形成，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法学 

教育今后的生命将会 因为有不同的特色而表现为多元。这 

个趋势目前正在进行中。 

四、法学教育特色化的实现途径 

准确定位是特色化的前提。各高校首先要对 自己的法 

学教育进行准确认识 ，对人才去向进行正确判断，对可能 

形成自己特色的环境进行全面衡量。在此基础上，设计培 

养 目标，制定培养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师资建设 ，并循 

序渐进地有步骤地开展特色化教学。 

1．培养 目标的特 色化 

鉴于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所处的地方、人才培养去 

向等因素，有不少教育研究者提出高校要 “坚持分类办学， 

明确发展定位”， “实施分类指导和分类办学已成为高等 

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 就我国法学教育而 

言，我国法学专业可以分为多种格局，不同类型的学校可 

确定自己的培养目标。如，处于高端的重点大学的法学教 

育，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重点培养理论性法学人才和国际 

性法律人才。传统意义上的五所专业性政法院校的法学教 

育，即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他们各具特色，在某一学 

科或领域中独具特色，学生可以进行多元化 的培养 ，根据 

专业和方向的不同，培养的人才也能适用多领域 的需要。 

行业性院校的法学教育，如理工科、矿产、农业等，这类 

院校往往在某些学科方面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可以依托于 

学校这些强势学科，依托于学校现有的教学资源，并将法 

学教育与这些强势学科将结合，借助于并从这些学科的学 

科平台、经费等方面获得扶持 、支持力度，走一条有特色 

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之路。④其他如商科院校可以培养通晓 

经济知识、具有商业头脑的法律人才；外语院校可以提供 

小语种、高端英语的跨国法律人才等。而作为一般性地方 

性院校，由于没有悠久的历史 、雄厚的实力和名牌大学的 

优越感，在办学条件、人才培养以及生源素质等方面，无 

疑都处于劣势，但这类院校与所在地方存在着共生关系， 

可以在摸清本地区的具体需要 的基础上 ，避实就虚 ，发挥 

地区优势，开辟自己的发展空间，为地方培养更多法律应 

用型人才。 

2．课程体 系的特色化 

课程体系是指按照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要求和学生学 

习心理，根据专业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设计的各门课程 

的系统。它既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体现，也构成了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_如 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也不例 

外。法学专业课程体系是高校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核 

心和具体表现 ，也是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据，是体 

现法学教育特殊性的核心所在 ，它与人才培养 的质量与规 

格有着决定性关系。因此，加强对高校法学专业课程体系 

的构建与研究 ，合理安排课程体系，就成为事关法律人才 

培养 目标得以实现的重大课题。 

而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尤其要重视合理设 

置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 ，合理选择课程内容。例如 ，以 

计算机、通讯技术专业为强项的院校，其法学专业可侧重 

开设计算机犯罪法学、通讯信息法学等课程；在环境、资 

源、安全工程方面有特长的院校，其法学专业可开设环境、 

资源法学、工程安全法学等课程；具有航空航天技术学科 

优势的院校，其法学专业可开设宇航法学等课程；具有财 

政、金融、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优势的财经类院校，可 

加强经济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 

课程④；外语类院校的法学专业可注重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 

的国际法学的研究；@农林 院校的法学专业可为学生开设较 

多与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课程以及与土地、林业、水 

资源密切的法律课程 ；医学类 院校的法学专业可开设 出更 

多与医疗卫生、医学技术运用、医患法律关系与医疗 纠纷 

处理相关的法律课程；师范类院校的法学专业可开设更多 

与教育、教师、学生相关的法律课程，等等。 而以地方 

培养实用性人才为重点的一般院校的法学教育，在以司法 

考试为导向的指导下，可增加与司法考试关系比较密切的 

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 

行政诉讼法等课程的课时，适当缩减中国法制史、外国法 

制史、法理学等课程学时。 

3．教学模式的特色化 

只要有教学活动存在，就必然要运用某种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选择得是否恰当，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的高低。 

1972年，美国学者乔伊斯出版了 《教学模式》一书，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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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教学模式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 ，概 

括出了教学实践中常用的23种教学模式，并把它们分成四 

大类，典型的教学模式类型主要有 “传递一接受式”、“探 

究式”、“范例式”、“发现式”等，并把教学模式定义为构 

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 

划。教学模式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它为各 

科教学提供一定理论依据的模式化的教学法体系，使教师 

摆脱只凭经验和感觉，在实践中从头摸索进行教学的状况， 

搭起了一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法学教学模式是在法 

学教学领域所使用的教学模式，体现了法学教育的目标定 

位和理念选择 ，关系着法学人才的发展方向。一般而言 ， 
一 个完整的教学模式通常包括理论依据、教学目标、操作 

程序、实现条件、教学评价等几个基本构成要素。统一培 

养规格的教育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学人才多样化的需求， 

也不能适应学生的多样化 的教育服务需求 ，更不能适应不 

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法学专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为此， 

各高校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教学模式的诸要素中进 

行特色化设计，充分体现各自的培养 目标，使所培养的人 

才真正适合社会的需要。 

注释： 

① 张文显在 “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 

法学教育研究 2007年年会暨中国法学教育论坛”上所作的工作报 

告。 

② 在这方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做得相当好，该校已经形成 

了鲜明、厚重和制度化的特色，构成特色目标五位一体、环环相扣 

的五大子目标或子系统，即特色学科、特色专业、特色课程、特色 

师资、特色学生。 

③ 在这方面，中国矿业大学法学教育的经验值得借鉴。该校 

经济法学硕士点依托安全、环境资源等专业的优势，下设 “安全 

法”和 “环境与资源法”两个方向。其中安全法方向为全 国第一 

个该领域的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因此，与其他高校的经济法学相 

比，该校的经济法学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具有明显的特色。 

④ 目前，南京审计学院等高校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尝试开 

设法务会计专业，并构建新的课程体系，获得了较大成功。 

⑤ 在这个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做法值得借鉴，该校在保 

证基础性法律人才培养基本适格的基础上，结合北外一流的外语教 

学优势，学院开设了200课时左右的英美法课程 ，包括合同法、侵 

权法、财产法等，由外籍教师全英文授课；国际经济法、国际法、 

知识产权法三门课程实现了双语教学；在法学本科教育中推广原版 

教材和英文阅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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