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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阳光高

考 信 息 平 台 ”院 校 库 统

计，全国范围内可以归入

政法类高校的院校有近

80 所。法学是这类高校

中热度最高的专业。

作为一级学科的法

学学科门类包括法学类、

政治学类、社会学类、民

族学类、马克思主义类和

公安学类等大类。法学

类包括知识产权专业和

监狱学等；政治学类包括

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

治、外交学等专业；社会

学类包括社会学、社会工

作等专业；民族学类包括

民族学、人类学等专业；

马克思主义类专业包括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

党历史、思想政治教育等

专业；公安学类包括治安

学、侦查学、边防管理、禁

毒学等专业。

提到法学专业，除了

传统的“五院四系”，还涌

现出一批法学优势院校。

“五院四系”是传统

的 法 学 教 育 品 牌 ，在 我

国高等教育法学领域具

有代表性地位。“五院”

指：北京政法学院（现中

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

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

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

大学）、中南政法学院（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

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

大学），“四系”指：北京大

学法律系（现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现

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律

系（现法学院）、武汉大

学法律系（现法学院）。

今 年 2 月 14 日 ，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公布《第二轮“双

一 流 ”建 设 高 校 及 建 设

学科名单》，中国政法大

学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等 高 校 法 学 专 业 均 上

榜。在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

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 ，共 有 513 个 单 位 的

7449 个学科参评。评估

根据学科整体水平得分

的位次百分位，将前 70%

的 学 科 分 为 9 档 公 布 。

法学专业的参评高校共

144 所，其中，获得 A+等

级的学校为中国人民大

学 和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获

得 A 等级的学校为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华东政

法 大 学 、武 汉 大 学 和 西

南政法大学，获得 A-等

级的学校为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吉林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

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等。

人工智能、5G、大数据……

离不开法学这张“网”
本报记者 许 卉 文并摄

首届“数据法治高峰论

坛”“数据法治学科创新引智

基地（111 计划）”“智慧法治

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去年

3 月在京举行，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以及5G

等数字技术与智慧立法、智

慧执法、智慧司法的互动成

为论坛的高频词。

中国政法大学大数据与

智慧物流研究中心主任于淼

表示，司法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的应用为司法公开、案件

审判、定罪量刑等智慧司法

工作带来了便利，但司法工

作中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

价值判断等抽象思维活动具

有较强的个人属性，难以被

数据化，会出现法官判断和

人工智能量刑结果不一致等

现象。因此，需要在智慧司

法的更早阶段把人工智能介

入进去，用海量司法数据形

成数据库，实现阈值优化。

在“智慧法治”建设过程

中，如何用人工智能技术提

高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效能

以及人工智能进入司法领域

后如何被运用，将技术真正

的价值嵌入到司法决策过程

中，是智慧法治亟待解读的

两个技术难题。仲裁、调解

等非诉解决机制与智慧司法

的融合衔接不畅，线上仲裁、

调解无法得到线上处理。信

息化建设的程度与仲裁中心

裁决的质量具有强关联性，

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将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成为智慧司法建设中的

一大考验。

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以

及 5G 等 数 字 技 术 日 新 月

异。数据及其运用对经济发

展、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均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

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需要

在学理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以

指导数据法治实践，支撑数

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

会建设。2019 年，中国政法

大学将数据法学作为新兴交

叉学科进行培育建设；2021

年6月，为高质量建设数据法

学学科，学校成立“数据法治

研究院”。

法学曾被公认为是捧着

“铁饭碗”的好专业，随着公、

检、法机关人员的饱和，以及

法学专业毕业生人数的不断

激增，近年来，法学专业给人

就业难的印象。有关专家认

为，客观上是因为目前开设法

学专业的学校数量有 500 多

所，人才培养规模过大，毕业

生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一

些学校长期以来的优势并不

在法学上，其办学素质和基础

比较薄弱，导致人才培养质量

难以满足社会尤其是一线城

市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法

学专业毕业生要想从事法学

专业对口工作、担任执业律

师，还须具备相关的资质。

不过，对于综合排名较

为靠前的学校来说，其法学

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仍比

较理想。

“从主观方面来看，毕业

生就业目标不明确、对专业和

未来职业的认知不清晰、缺少

职业生涯规划是就业难的原

因，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

不只存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

中。”中国政法大学就业指导

中心主任解廷民表示。 法学

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领域主要

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尤其侧重于行政机

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法

律服务机构。近两年受疫情

影响，大环境造成的岗位缩

减、招聘战线拉长等，毕业生

整体求职压力增大。但从实

际招聘情况来看，法学毕业生

在一些岗位的优势反而凸

显。 为了保障毕业生就业，

一些政策性岗位，比如公务

员、事业单位招聘等，对毕业

生倾斜、增加岗位，在报考行

政管理、公共管理等岗位时，

法学专业毕业生的竞争力更

强。此外，疫情原因产生了

一些新的经济纠纷，新的法

务需求等，企业对法务等人

才的需求上升。

在目前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大背景下，创新法治人才

培养机制，为法学专业人才的

发展提供了机遇，而社会对法

律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增

长。能熟练运用相关法律知

识和法律规定，办理各类法律

事务，解决各类法律纠纷的应

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以及

精通中国法律特别是涉外法

律的国际化高级法律人才的

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跨国并购、大

公司资产重组、WTO贸易争

端的案件时有发生，具备注册

会计师或注册审计师工作经

验的律师在经济事务方面的

作用愈加巨大，而相关法务咨

询工作的薪酬也相对丰厚。

想要在就业市场上有竞

争力，学生要具备广泛的人

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

的知识基础；坚实的法学理

论基础，能够系统地掌握法

学知识和法律规定，了解国

内外法学理论发展及国内立

法信息；具有较高的政治理

论素质、较强的分析能力、判

断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能

较熟练地应用有关法律知识

和法律规定办理各类法律事

务，解决各类法律纠纷，并具

有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

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AI换脸算犯法吗？”“大学生论文‘外包’犯法吗？”某视频网站上，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将严肃专业的法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每一期课程视频

点击量达数百万。“没想到法学这么有意思”“现在报名学法学还来得及吗”

视频下观看者纷纷留言。

法学专业学什么？将来又能做什么？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专

业的崛起，法学这个老牌专业又有哪些新变化？

作为广泛开设的专

业 ，考 生 在 报 考 法 学 时

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总

体 来 说 ，开 设 法 学 的 院

校可分为政法类院校和

综 合 类 院 校 ，两 者 在 人

才培养上各具优势。

政法类院校中，法学

专业学科地位占据绝对

优 势 ，具 有 丰 厚 的 教 育

资源，师资队伍雄厚，法

学 专 业 学 科 方 向 齐 全 。

法 学 专 业 学 生 数 量 多 ，

让校园具有浓厚的法学

学术氛围和学习气氛。

一些以法学为优势

专业的综合类大学也同

样“吸晴”。北京大学法

学院老师表示，一流的综

合类大学更有利于培养

跨专业跨领域的综合素

质和能力，不同学科可融

会贯通、互相交流，更容

易培养学生对社会多角

度的观察理解能力。法

学是一个社会学科，学生

不仅要具有法律知识和

能力，还要用到政治学、

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方面

面的综合性知识，来判断

分析法律问题和法治现

象 。 在 人 文 、社 会 学 科

丰 富 的 综 合 类 院 校 ，学

生拥有更便利的条件开

拓学识视野。

不同院校的法学专

业有自己的特色。如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是全国最早拥有国际法

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

首批四所院校之一。贸

大法学院在教育部第四

轮学科评估中位列全国

高 校 前 十 ，国 际 法 学 科

于 2017 年 入 选 贸 大“ 开

放型经济学科群”“双一

流 ”重 点 建 设 名 单 。 学

校去年成立了涉外法治

研 究 院 ，成 为 培 养 涉 外

经贸法律人才的重镇。

各校依据不同的定

位 ，具 体 培 养 目 标 各 有

差 异 ，但 万 变 不 离 其

宗 。 本 科 阶 段 ，法 学 专

业开设的核心课程主要

包括法理学、宪法学、法

律 职 业 伦 理 、中 国 法 律

史、民法学、民事诉讼法

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

学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经济法学、商法学、

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

国 际 经 济 法 学 、知 识 产

权法学等。

随着时代对应用型、

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极大

需 求 ，高 校 不 断 优 化 人

才培养模式。中国政法

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

主 任 于 瑞 辰 介 绍 ，学 校

法学专业以培养具有厚

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

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

法 律 人 才 为 目 标 ，使 学

生在具备较为扎实的法

学 理 论 基 础 的 同 时 ，也

强 化 其 在 人 文 科 学 、社

会 科 学 、自 然 科 学 领 域

的知识基础。除了拥有

法 学 专 业 ，法 大 还 有 法

学（法 学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改革实验班）、法学（涉

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

验班）、法学（北京外国

语大学联合培养涉外法

治人才）、法学（西班牙

语特色法律人才培养实

验班）、法学（法学学术

精 英 培 养 实 验 班）等 独

具特色的培养模式。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法学院学生在模拟

法庭诵读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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