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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与卓越法治人才培养

——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的大会发言

徐显明

2020年11月3日 山东大学（威海）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首先，我代表法学学科对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的

召开表示祝贺！也期待我们的《共同宣言》能够成为中国人

文社科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新文科”的概念最早来自于美国希莱姆大学，这个大

学是美国以文科著称的大学，全校有40几个文科专业。这所

学校感觉到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提出了“新

文科”的概念。希莱姆大学改造了几个学科，这些学科的一

个共同特点是把文科和理科结合起来，“文理交叉”成为希莱

姆大学新文科的最重要特点。

新文科与传统文科相较，应秉持新理念，确立新使命，

赋予新内容，运用新方法。其一，在话语体系上，应把西方

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转向中国话语体系主导下的文科，不

完成这个转变就无所谓中国的新文科；其二，在内容上，应

把纯文科转向文理交叉的学科，要使文科的学生具有理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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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其三，在功能上，应从探讨人文社科所涉对象的规律

性转向对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和形成国家软实力，为理工科甚

至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指导思想和价值选择；其四，在方法论

上，应从运用传统的人文社科方法转向运用现代科技、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特别是要运用算法，将文科的定性方法与定

量方法相统一，彰显新文科的科学性。新文科将是文理打通、

人文与社科打通、中与西打通、知与行打通的“四通文科”。

“新文科”应该包含“法学”。“新文科”在法学领域的

展开就是“新法学”。“新”总要有所根据，为什么要建设“新

文科”？根本的出发点我的理解，还是要适应社会需求，没

有社会需求对文科的挑战，对法学的再造，就没有新法学。

第一，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都

提出了新要求，这六个方面每一项都和法学、法治有关系。

民主是法治的本质和基础；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社

会越发展，越要依靠法治。公平、正义是塑造价值观的，人

民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正由对每一起诉讼案件中的感受转

向对制度设计和执法活动。人民对安全的新需求要做广义的

理解，涵盖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人

民对环境的要求实际上已经变成中国新的价值观，也已成为

人民群众新的基本权利。怎样满足人民在新时代提出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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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要求，是现在法学教育要思考的。

第二，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目标。十九大报告里明确了时

间表，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

到新中国建国100年的时候就是2049年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大国并且可以预测，

中国经济总量一定会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在2030

年中国GDP的总量将第一次超过美国，这一年美国GDP的总

量预计是24.18万亿，中国将达到24.48万亿，今后数量上的差

距还会继续增加。我们现在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们的法治是走向大国的法治，我们目标是建设法治中国、法

治强国，大国的法治应该有大国的样子。与强国的目标相适

应，法学教育要有新作为，这是对我们提出的新挑战。我们

的大国法治要对世界做出哪些原创性的制度贡献，也是我们

法学教育要思考的。

第三，中国法治发展的新矛盾。这里的新矛盾集中表现

在国家安全方面。十八大之后国家安全立法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在补齐国家安全的短板。过去在涉国家安全领域里面，

法学教育基本不涉及，在立法方面也一直是空白。十八大之

后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之为指导，我

们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了《反间谍法》《国家安全

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反恐怖主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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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法》《国防安全交通法》《生物安全法》《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其中一些创新性的制度安

排与传统的法学理论完全不同，很多都是过去法学理论未曾

涉猎过的。又如如何防范颜色革命、如何管理太空、深海、

极地等问题，法学教育在这些仍然很薄弱。

第四，“一带一路”布局的新应对。中国的利益已经延伸

到海外，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应处理好几组关系：发展和安

全的关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关系，国防安全与

国民安全的关系，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关系，内部安全和

外部安全的关系。我们现在“一带一路”直接涉及64个国家，

但是参与的国家有上百个。怎么把外部利益维护好，就要研

究“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法律。现在“走出去”的企业都明白

一条原理，要实行“一国一策”，“一国一法”，针对涉及的具

体国家拿出相应对策。但目前法学教育在这方面能够提供的

智慧还不多，西部地区的一些院校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但

是东部地区很少投入力量。我们的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维

护这些利益安全的研究就要延伸到哪里，否则法学教育就会

滞后于国家需要。

第五，世界右转带来的新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

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正在抬头，极端主义多点爆发，对我们

的法学带来了新挑战。世界是瞬息万变的，但法学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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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必须有共同的规则、共

同的价值，而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这些都是反理

性的。我们的法学教育要在世界范围内应对反智主义带来的

风险。

第六，中美贸易摩擦的新挑战。摩擦的本质是扼制与反

扼制的斗争，是控局与变局的斗争。这场斗争将具有长期性、

全面性、复杂性、极端性的特点。2019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里

也涉及法学教育。中美贸易摩擦中，应对机制、阻断机制、

合规性、人才培养四个方面都需要加强，要培养涉外型的通

晓国际规则的高水平、高素质的法治人才。中美贸易谈判中，

美方以法律专业出身的成员为主，我方则鲜有法律专业背景

的谈判代表，这对中国法学教育而言是件很尴尬的事情。美

国运用长臂管辖，我们法学界却拿不出阻断措施。我们的跨

国企业每当遇到诉讼时，聘请的律师都是欧美国家的，且不

谈支付的大量服务贸易的费用，更重要的是涉及国家安全的

问题，不排除外国律师吃里扒外损害中国的利益。这就对人

才培养提出新的需求，需要法学教育予以应对。

第七，现代信息技术的新期待。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从农

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现在又到第三种文明就是信息文明的转

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化的科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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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都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这意味着新文科使用的理论

工具，不应再局限于传统文科的手段。新文科的最大特点是

文理交叉，法学教育也要学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学生们

懂得算法，能够从容地应对文明转型带来的挑战。

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七个方面的新挑战，我们今后的整个

中国法学教育要向“新法学”转变。“新法学”必须应对这七

个挑战，应对得好，抓住机遇，中国法学教育就能迈上新台

阶。那么什么是“新法学”？怎样建设新法学呢？

一是生源构成要更新。过去法学专业主要视为文科专业

招生。具备举办新法学条件的法学院应该大幅度提高理科生

的比例。高水平的法学院如果文理兼招各占50%，我相信学

生的素质一定会发生变化。法学专业如果吸引的不是最优秀

的生源，法学教育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坚信法学教育应该

是精英培养模式，在生源上我们要打好基础。

二是培养目标要更新。我们的培养目标要调整，一定要

把高素质、高水平、国际化作为突出的特色来对待，高水平

的法学院就要培养能够自由行走在国际间的法律人才，满足

我们走向大国的需要，满足“一带一路”的需要，满足塑造中

美关系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国家战略对高水平法治人才的需

要。

三是人才培养体系要更新。课程内容、课程体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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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考试考核方式等都应更新。应增加科学技术的内容，

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要懂算法，要会人工智能，

构建互联网法学、算法法学。学生熟练掌握数学的算法，可

能是高水平的法科学生的特征之一。

四是师资队伍要更新。现在我们大学法学院的师资是以

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为主的老师，少数法学院开始聘请社会

上具有实务经验的人来做教师。高校要适应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和社会法治实践的需要，为来自实务部门的师资留出一定

数量的额度，让更多的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践

经验的法官检察官进入学校成为重要的师资力量。

五是人才培养的模式要新。总书记在视察中国政法大学

时所说的，高校是法学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第二阵地是哪

里？第二阵地就是司法实务部门的法院检察院，要发挥第二

阵地的作用。让法院检察院联合高校共同培养学生，形成新

的协同机制。

以上五个方面就是我们新法学应该重点思考和实践的。

今天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顺利召开，标志着新文科建设

迈上了新起点，踏上了新征程，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在见仁见

智的基础上，形成新文科建设的“共识”。

以上就是我对新文科和新法学建设的理解，与大家一起

交流，不当的地方请批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