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5 

 

 

 

 

 

 

 

 

 

 

 

 

法学院本科培养方案 
 

  



  



277 

 

法学院本科培养方案 
 

一、学院简介 

法学专业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历经 40年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目

前已经成为学科体系设置相对完整、国际法专业特色鲜明、学术和教学水平比肩一流的知名法学院。 

法学院设有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课程体系，2002年，国际法学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

级重点学科”，为目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仅有的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之一。2006年，本院民商法学

专业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07年，法学院获评教育部“国际化法学人才特色专业建设点”及教

育部“全国双语教学示范点”。2011年，法学院获批法学博士一级学科点。2012年，法学一级学科

获批北京市重点学科，同时法学院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被批准为“应用

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9年我院法学专业

成功申报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项目。 

法学院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为目标，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法学院教

师的博士化率达到 98.36％，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国外名校法学院学习或进修，包括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纽约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等。法

学院教师近年来科研成果丰硕，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6项，省部级课题 165项。一批中青年

学者崭露头脚，在法学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此外，法学院聘请了一些来自国外著

名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的知名人士担任我院外教、荣誉或客座教授。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在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独立从事法学专业工作的创新型高层

次法律专门人才。 

法学院通过案例研讨、专题讨论、法学经典名著研读、慕课、模拟实验等多种教学方式，结合暑

期国际学校项目，通过实施“国内-国外联合培养项目”，强调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合理性，注重培养

其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敬业精神，强调所培养的学生须具有“四会”本领，即：精通法学专业理论

和实践能力；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知识；熟练运用专业外语，并了解现代信息技术。 

 

三、培养路径 

本着上述目标，在专业课程学习上，学院开设了 18 门法学必修课程（包括了教育部颁布的 16

门法学专业核心课和法学院自主设置的必修课），要求所有攻读法学本科学位的学生必须修读。为

了培养学生的国际经济贸易知识和外语能力，学生还应当在公共必修课平台中修满本培养方案规定

的公共课学分。对于非常优秀的学生，学院与经贸学院联合开办了以培养“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国

际组织方向）”为目标的实验班，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择优录取。选入实验班的学生适用专门的培

养方案，以强化其专业外语特长和国际经贸法优势，并在学院的国际学科竞赛、出国交换和国际组

织实习等海外实习活动方面予以优先考虑。与此同时，学院还开设了 50余门、约 100学分的学科专

业选修课，基本涵盖法学各分支学科，这些课程有的侧重于法学基础理论，有的侧重于法律实务。

按照本培养方案的要求，非实验班的学生大体需要选修 18 门、约 36 学分的专业选修课；实验班的

学生至少需要选修 2至 3门、约 4至 6学分的法学专业选修课，此外还需选修 2至 3门金融类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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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类的选修课。法学院以培养法学专业基础好、外语水平高、外贸能力强的“通用类”人才为主，

以“学术类”和“创业类”人才为辅。对于此类学生，建议学生在学科基础选修课领域，重点选修案

例研讨课、实验课以及个人感兴趣的相关基础理论课程；对于有志于从事法学学术研究的学生，建

议在学科基础选修课领域，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重点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选修一些专题研讨课、

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选修课，以及与个人兴趣紧密相关的案例研讨课。对于有兴趣从事创业的学生，

建议侧重于选修民商法、经济法领域的选修课；同时在公选平台上注重公司财务、会计和管理类课

程的学习。 

 

四、专业准入标准（课程）和准出标准（课程） 

拟转入法学专业的学生，至少已结修读中国法制史、宪法、法理学、民法学或民法总论31、刑法

学 6门课程中的 2门，且考核成绩在 70分以上（包含 70分）。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 

基础课 

LAW117 法理学 32 2 2  

LAW101 中国法制史 32 2 3  

LAW113 宪法学 32 2 2  

LAW210 民法学 48 3 2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LAW206 刑法学 48 3 2  

注：拟转出法学专业的学生，以学校规定的基本条件为准，法学院原则上不设限制条件。 
  

 
31 注：《民法学》（LAW210）和《民法总论》（LAW257）任选其一，转专业申请时仅认定其中 1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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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法学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30101K 

专业名称：法学 

所属学科：法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实际需要服务。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理的知识结

构，具备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熟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高层次法律人才。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 掌握法学基本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 

2. 掌握教育部颁布的 11门主干课和学院所要求的必修课中包含的法学基础专业知识。 

3. 掌握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基本原理和知识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 

4. 熟练运用一门外语。 

5. 具有实践创新精神和初步独立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 

 

二、课程学分要求 

1.课程学分为 141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2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6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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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修课程 

（64学分） 

新生研讨课  1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20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4 

经管法基础 

（10学分） 

经济类  

管理类  

法学类 不超过 4学分 

国际组织类 2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65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22 

选修课 30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课 13 

 

2.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6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66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素质要求 

4.1.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健全的职业人格、强

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具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

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

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能力，热爱劳动。 

4.1.3科学文化素质。掌握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

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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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包括研修法律、外语、经贸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具有

将所学法律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熟悉职业伦理和道德准则。 

4.2知识要求 

4.2.1基础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理论，并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了解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信息技术

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为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4.2.2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法律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

理和案例分析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专业知识。深入学习法律专业基础知识，通过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考核。能够正确理解

法律规定，分析法律问题，并能够将法律规则适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4.2.4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能力要求 

4.3.1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的外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

学习方法，主动进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与时俱进。 

4.3.2专业能力 

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和更新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具备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会贯

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专业实务之中的基本技能。能够对国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

纠纷进行分析，准确地提炼其中的法律问题，从而为国家、政府、企业、个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对策

建议。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法律研究方法从事比较简单的法律问题的研究。 

4.3.3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能够学以致用，创造性地

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4.3.4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业

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

具有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对他人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诉求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具备在社

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德规范约

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4.1.1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1.2 H H H M M 

毕业要求 4.1.3 H H H M M 

毕业要求 4.1.4 H H H M H 

毕业要求 4.2.1 H H H H H 



282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4.2.2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3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1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2 H H M M H 

毕业要求 4.3.3 M H H L H 

毕业要求 4.3.4 H H H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五、通识通修课程选修要求（专业入门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数学 MAT110 大学数学 64 4 1  

经管法 LAW346 公司法 32 2 3  

 

六、主要课程32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 

基础课 

LAW101 中国法制史 32 2 1 必修课 

LAW117 法理学 32 2 1 必修课 

LAW113 宪法学 32 2 1 必修课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必修课 

LAW206 刑法学 48 3 2 必修课 

LAW252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3 必修课 

LAW202 刑事诉讼法学 32 2 3 必修课 

LAW24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2 2 3 必修课 

 

 

 

 

 

 
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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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法学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的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学科 

基础 

必修 

课程 

中国法制史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宪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法理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刑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民法总论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刑事诉讼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民事诉讼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法律职业伦理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法学论文写作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专业 

方向 

必修 

课程 

商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经济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国际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知识产权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国际私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国际经济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注：根据必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

含义是指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只列必修课不超过 20 门（包含专业入门课程、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方向必修课、主要课程四类课程

（取并集，不重复列入））。 

 
八、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模

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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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事技能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实习培训 1 

岗位实习 6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5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5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军政训练由武装部通过军训、军事理论学习等方式安排。社会调查和其他实践活动由团委负责

安排并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3）学生须在培养方案中完成共计 5学分的实验学分。可包含独立开设的实验课和课内实验。 

（4）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学生须完成 2个学分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总学时不少于 32学时。其中理论课程不少于 8学时，

该理论学时可通过选修学校开设的劳动相关课程或劳动教育MOOC课程来完成。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法学院 LAW332 模拟法庭 6 2（2） 

法学院 LAW342 行政法实务模拟 5 2（2） 

法学院 LAW343 国际法律检索与写作 3 2（2） 

法学院 LAW265 财产犯罪处置实务 3 2（2） 

法学院 LAW262 合同法案例研习 5 2（2） 

法学院 LAW316 国际商事仲裁实务 6 2（2） 

法学院 LAW393 国际商事仲裁（英） 6 2（2） 

法学院 LAW237 疑难经济犯罪案例解析 3 2（2） 

法学院 LAW255 国际公法案例研讨 3 2（2） 

法学院 LAW354 民法疑难案例研习 5 2（2） 

法学院 LAW369 行政法案例研讨课 4 2（2） 

法学院 LAW351 法理学经典案例 6 2（2） 

法学院 LAW429 商事仲裁实务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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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法学院 LAW380 公司法律实务* 5 1（1） 

法学院 LAW381 外商投资与 PE投资法律与实务* 6 1（1） 

法学院 LAW383 公司融资与法律实务* 6 1（1） 

法学院 LAW384 国际投资仲裁理论与实务* 6 1（1） 

*实习培训课：带*号的课程既可以用来完成实习培训的学分，也可以用来完成实验课学分。没有*号的课

程仅可以用来选修实验课的学分。 

 

九、教学计划表（2022年） 

 

法学专业教学计划（2022）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LAW101 中国法制史 32 2 1   

LAW113 宪法学 32 2 1   

LAW117 法理学 32 2 1   

LAW206 刑法学 48 3 2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LAW268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32 2 3  

LAW202 刑事诉讼法学 32 2 3   

LAW24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2 2 3   

LAW252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3   

LAW128 法律职业伦理 16 1 4  

LAW422 法学论文写作 16 1 6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356 22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LAW104 西方法制史 32 2 2 

基础法学 

和公法类 

LAW329 证据法学 32 2 4 

LAW228 强制执行法 32 2 6 

LAW218 法律经济学 32 2 5 

LAW221 债法总论 32 2 3 

民法类 

LAW222 物权法 32 2 3 

LAW223 合同法 32 2 4-5 

LAW225 侵权法 32 2 4 

LAW409 担保法 32 2 4 

LAW348 典型合同专题 32 2 5 



286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LAW350 工业产权法 32 2 5 民法类 

LAW239 保险法原理 32 2 3 

商法类 

LAW328 证券法 32 2 3 

LAW346 公司法 32 2 3 

LAW308 票据法 32 2 4 

LAW263 信托法 32 2 5 

LAW240 竞争法原理与实务 32 2 4 

经济法类 

LAW247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32 2 5 

LAW413 银行法 32 2 5 

LAW390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32 2 5 

LAW320 环境法 32 2 6 

LAW353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 32 2 6 

LAW412 欧洲联盟法概论 32 2 4 

国际法类 

LAW266 国际商事统一法 32 2 4 

LAW397 国际商事典型判例研究 32 2 5 

LAW312 国际投资法 32 2 5 

LAW123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理论与

实务 
32 2 5 

LAW124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与实务 32 2 6 

LAW125 国际商事法律-证据法理论与实务 32 2 6 

LAW340 国际货物买卖法 32 2 5 

LAW385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5 

LAW393 国际商事仲裁（英） 32 2 6 

LAW349 海商法 32 2 6 

LAW371 外商投资法 32 2 6 

LAW394 海上保险法 32 2 6 

LAW127 美国民事侵权责任法 32 2 6 

LAW332 模拟法庭 32 2 6 

法律研讨类 
LAW342 行政法实务模拟 32 2 5 

LAW262 合同法案例研习 32 2 5 

LAW255 国际公法案例研讨 3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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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组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LAW431 人工智能法学 32 2 5 

法律研讨类 

LAW354 民法疑难案例研习 32 2 5 

LAW369 行政法案例研讨课 32 2 4 

LAW351 法理学经典案例 32 2 6 

LAW237 疑难经济犯罪案例解析 32 2 3 

LAW265 财产犯罪处置实务 32 2 3 

法律实务 

LAW316 国际商事仲裁实务 32 2 6 

LAW366 国际投资法案例研讨课 32 2 5 

LAW122 公司治理法学理论与案例解析 32 2 4 

LAW380 公司法律实务 16 1 5 

LAW381 外商投资与 PE投资法律与实务 16 1 6 

LAW383 公司融资与法律实务 16 1 6 

LAW384 国际投资仲裁理论与实务 16 1 6 

LAW399 刑民交叉前沿问题与实务 32 2 5 

LAW398 行政法前沿问题研究 32 2 6 

LAW334 法律英语写作与翻译 32 2 2 

法律英语 LAW227 国际商事法律英语 32 2 3 

LAW343 国际法律检索与写作 32 2 3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修 29学分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LAW120 商法学 32 2 3   

LAW248 经济法学 32 2 3   

LAW256 国际法学 32 2 3   

LAW242 知识产权法学 32 2 4   

LAW356 国际私法学 32 2 4   

LAW403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4   

LAW269 比较合同法 16 1 4  

专业方向必修课 20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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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法学专业（涉外型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实验班）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30101K 

专业名称：法学（涉外型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实验班） 

所属学科：法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顺应我国改革

开放深化、大国崛起的时代需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理

论知识，通晓国际经贸政策和国际法规则，专业外语水平突出，胜任涉外部门单位和国际组织等的

初级岗位，富有创新精神和出色专业实践能力的涉外型、复合型卓越人才。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 牢固掌握法学基本理论和基础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 

2. 通晓国际经贸政策、国际商务知识及重要国际组织的制度运行，扎实掌握与之密切相关的国

际法和经贸规则。 

3. 具有不逊于母语的英文水平，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学术研究和工作交流。 

4. 国际化视野宽广，跨文化专业交流沟通能力出色。 

5. 实践创新精神突出，能够以所学专长独立解决涉外经贸领域的实际问题。 

6. 胜任在国际组织或其他涉外单位部门的初级法律、经贸和公共事务工作。 

 

二、课程学分要求 

1.课程学分为 141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2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6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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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2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42学分） 

新生研讨课  1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4 

经管法基础 

（8学分） 

经济类  

管理类  

法学类 不超过 4学分 

国际组织类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87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28 

选修课 15 

专业方向课程 必修课 26 

英语课  10 

第二外语（西语）  8 

 

2.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6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66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素质要求 

4.1.1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法治思想，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

德规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

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

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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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能力，热爱劳动。 

4.1.3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

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包括研修法律、外语、经贸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具有

将所学法律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熟悉职业伦理和道德准则。 

4.2知识要求 

4.2.1基础知识。熟悉掌握一门外语，了解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信息技术等学科领域的基

础知识，为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4.2.2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法律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

理和案例分析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专业知识。深入学习法律专业基础知识，通过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考核。能够正确理解

法律规定，分析法律问题，并能够将法律规则适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4.2.4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能力要求 

4.3.1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的外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

学习方法，主动进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与时俱进。 

4.3.2专业能力 

能够在法律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能够对国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出现的各种

矛盾和纠纷进行分析，准确地提炼其中的法律问题，从而为国家、政府、企业、个人解决实际问题提

供对策建议。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法律研究方法从事比较简单的法律问题的研究。 

4.3.3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学以致用，创造性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4.3.4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业

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

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具备

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德规

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1.1 H H H M H H 

毕业要求 4.1.2 H H H M M H 

毕业要求 4.1.3 H H H M M H 

毕业要求 4.1.4 H H H M H H 

毕业要求 4.2.1 H H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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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培养目标 6 

毕业要求 4.2.2 H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3 H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2.4 H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1 H H H H H H 

毕业要求 4.3.2 H H M M H M 

毕业要求 4.3.3 M H H L H M 

毕业要求 4.3.4 H H H H H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五、通识通修课程选修要求（专业入门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通修 MAT110 大学数学 64 4 1  

 

六、主要课程33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 

LAW117 法理学 32 2 1 必修课 

LAW113 宪法学 32 2 1 必修课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必修课 

LAW252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3 必修课 

LAW24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2 2 3 必修课 

专业方向 

LAW120 商法学 32 2 2 必修课 

LAW248 经济法学 32 2 3 必修课 

LAW256 国际法学 32 2 3 必修课 

LAW356 国际私法学 32 2 4 必修课 

LAW403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4 必修课 

 

 

 

 

 
3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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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法学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的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中国法制史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宪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法理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刑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民法总论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习近平法治思想

概论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刑事诉讼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民事诉讼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法律职业伦理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法学论文写作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商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经济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国际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M H 

知识产权法学 H H M H H H H H H H H H 

国际私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国际经济法学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注：根据必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度的

含义是指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只列必修课不超过 20 门（包含专业入门课程、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方向必修课、主要课程四类课程

（取并集，不重复列入））。 

 

八、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模

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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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事技能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6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5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5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军政训练由武装部通过军训、军事理论学习等方式安排。社会调查和其他实践活动由团委负责

安排并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3）学生须在培养方案中完成共计 5学分的实验学分。可包含独立开设的实验课和课内实验。 

（4）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学生须完成 2个学分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总学时不少于 32学时。其中理论课程不少于 8学时，

该理论学时可通过选修学校开设的劳动相关课程或劳动教育MOOC课程来完成。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法学院 LAW332 模拟法庭 6 2（2） 

法学院 LAW342 行政法实务模拟 5 2（2） 

法学院 LAW265 财产犯罪处置实务 3 2（2） 

法学院 LAW262 合同法案例研习 5 2（2） 

法学院 LAW316 国际商事仲裁实务 6 2（2） 

法学院 LAW237 疑难经济犯罪案例解析 3 2（2） 

法学院 LAW255 国际公法案例研讨 3 2（2） 

法学院 LAW354 民法疑难案例研习 5 2（2） 

法学院 LAW369 行政法案例研讨课 4 2（2） 

法学院 LAW351 法理学经典案例 6 2（2） 

法学院 LAW380 公司法律实务* 5 1（1） 

法学院 LAW381 外商投资与 PE投资法律与实务* 6 1（1） 

法学院 LAW383 公司融资与法律实务*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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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法学院 LAW384 国际投资仲裁理论与实务* 6 1（1） 

*实习培训课：带*号的课程既可以用来完成实习培训的学分，也可以用来完成实验课学分。没有*号的课

程仅可以用来选修实验课的学分。 

 

九、教学计划表（2022年） 

法学专业教学计划（2022）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类别 

学科 

基础 

必修课 

ECON108 经济学导论 32 2 1  

LAW101 中国法制史 32 2 1  

LAW117 法理学 32 2 1  

LAW113 宪法学 32 2 1  

PLS108 当代国际关系通论 32 2 2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LAW206 刑法学 48 3 2  

LAW268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32 2 3  

LAW252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3  

LAW202 刑事诉讼法学 32 2 3  

LAW24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2 2 3  

LAW259 比较宪法（英） 32 2 4  

LAW128 法律职业伦理 16 1 4  

LAW422 法学论文写作 16 1 6  

学科基础必修课学时及学分合计 448 28   

第二 

外语 

必修课 

SESP437 第二外语（西）（一） 64 4 3  

SESP438 第二外语（西）（二） 64 4 4  

第二外语必修课合计 128 8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LAW334 法律英语写作与翻译 32 2 2 外语类 

LAW432 英美合同法 32 2 2  

HUM332 外交学 32 2 3 通用类 

LAW239 保险法原理 32 2 3 

商法类 

LAW328 证券法 32 2 3 

LAW346 公司法 32 2 3 

LAW308 票据法 32 2 4 

LAW263 信托法 3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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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LAW221 债法总论 32 2 3 

民法类 

LAW222 物权法 32 2 3 

LAW223 合同法 32 2 4-5 

LAW225 侵权法 32 2 4 

LAW409 担保法 32 2 4 

LAW348 典型合同专题 32 2 5 

LAW240 竞争法原理与实务 32 2 4 

经济法类 

LAW247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32 2 5 

LAW390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32 2 5 

LAW413 银行法 32 2 5 

LAW320 环境法 32 2 6 

LAW353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 32 2 6 

LAW104 西方法制史 32 2 2 

基础法学 

和公法类 

LAW329 证据法学 32 2 4 

LAW218 法律经济学 32 2 5 

LAW228 强制执行法 32 2 6 

LAW412 欧洲联盟法概论 32 2 4 

国际法类 

LAW266 国际商事统一法 32 2 4 

LAW397 国际商事典型判例研究 32 2 5 

LAW391 海商法 32 2 5 

LAW393 国际商事仲裁（英） 32 2 6 

LAW123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理论与实务 32 2 5 

LAW124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与实务 32 2 6 

LAW125 国际商事法律-证据法理论与实务 32 2 6 

LAW127 美国民事侵权责任法 32 2 5 

LAW399 刑民交叉前沿问题与实务 32 2 5 

法律实务 

LAW380 公司法律实务 16 1 5 

LAW381 外商投资与 PE投资法律与实务 16 1 6 

LAW383 公司融资与法律实务 16 1 6 

LAW384 国际投资仲裁理论与实务 16 1 6 

LAW398 行政法前沿问题研究 3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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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子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课 

LAW342 行政法实务模拟 32 2 5 

法律实务 LAW265 财产犯罪处置实务 32 2 3 

LAW316 国际商事仲裁实务 32 2 6 

LAW332 模拟法庭 32 2 6 

案例研讨类 

LAW431 人工智能法学 32 2 5 

LAW262 合同法案例研习 32 2 5 

LAW237 疑难经济犯罪案例解析 32 2 3 

LAW255 国际公法案例研讨 32 2 3 

LAW354 民法疑难案例研习 32 2 5 

LAW369 行政法案例研讨课 32 2 4 

LAW351 法理学经典案例 32 2 6 

语言类 

必修课 

ENG587 法律英语阅读与写作 48 3 1 

 

LAW264 法律英语听说 32 2 2 

ENG465 实用法律文书翻译（英） 32 2 3 

LAW261 高级法律英语与写作 48 3 4 

语言类必修课程合计 160 10  

专业 

方向 

必修课 

LAW120 商法学 32 2 3 

 

LAW248 经济法学 32 2 3 

LAW256 国际法学 32 2 3 

SLAW310 普通法导论 32 2 3 

LAW343 国际法律检索与写作 32 2 3 

LAW242 知识产权法学 32 2 4 

LAW356 国际私法学 32 2 4 

LAW403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4 

LAW358 国际货物买卖法（英） 32 2 4 

LAW388 国际贸易管制法（英） 32 2 5 

LAW386 国际投资法（英） 32 2 5 

LAW387 比较公司法（英） 32 2 6 

LAW392 国际组织法 32 2 6 

专业方向必修课 41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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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来华留学生法学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来华留学生扎实掌握法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实践技能，具有一定的法律应

用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从事法律事务，特别是涉外经济法律事务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专业要求 

1. 掌握基本汉语、经贸等基础知识。 

2. 掌握法学学科基础必修课和专业方向必修课所包含的专业知识。 

3. 掌握法学专业选修课所包含的专业知识。 

4.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独立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 

 

三、学分要求 

学生毕业所应取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46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 

1. 课程学分为 120学分 

（1）公共基础课 62学分。其中：必修课 41学分；选修课 21学分。 

（2）学科基础课 45学分。其中：必修课 19学分；选修课 26学分。 

（3）专业方向必修课 13学分。 

2. 实践教学学分为 26学分 

 

项目 周数 周学时 总学时 总学分 

社会 

实践 

社会调查 2 50 100 2 

其他实践 1 50 50 1 

专业 

实习 

认知实习 1 30 30 1 

岗位实习 6 50 300 10 

毕业论文 24 10 240 12 

合计 34 - 720 26 

注：（1）学生应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实践教学环节学时学分计算规则：社会实践 50学时计 1学分；专业实习 30学时计 1学分；毕

业论文 20学时计 1学分。 

（3）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四、汉语综合考试与中文写作指导 

1. 在完成前两学年汉语课程学习后需参加汉语综合考试，考试通过方可升入三年级继续学习。 

2. 从第三学年开始，在中文写作中心参加不少于 8学时的中文写作指导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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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 

 

六、考核 

学生成绩考核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学分制管理办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

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成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来华留学生法学专业教学计划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学期 子类别 

公共 

基础 

必修 

CHI102 汉语听力34 2 128 1   

CLL132 经贸汉语精读（上） 4 64 1   

CLL133 经贸汉语视听说（上） 4 64 1   

CLL159 汉语基础阅读 2 32 1   

HUM130 中国概况 2 32 1   

HUM462 现代商务礼仪 1 16 1   

CLL136 经贸汉语精读（下） 4 64 2   

CLL137 经贸汉语视听说（下） 4 64 2   

CLL158 汉语基础写作 2 32 2   

CLL134 经贸汉语阅读与写作（上） 4 64 3   

CLL260 高级经贸汉语精读（上） 4 64 3   

CLL138 经贸汉语阅读与写作（下） 4 64 4   

CLL261 高级经贸汉语精读（下） 4 64 4   

公共基础必修课 41 752   

公共 

基础 

选修 

CMP131 经济应用软件 2 32 2   

ENG752 基础英语口语（一） 2 32 2   

PED115 篮球初级 1 32 2   

ENG600 欧美文化概论（英） 2 32 2，3   

PED117 乒乓球 1 32 2，3   

PED123 棒/垒球 1 32 2，3   

PED130 网球 1 32 2，3   

PED131 武术 1 32 2，3   

CLL213 中文报刊选读 2 32 3   

CMP122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32 3   

 
34 汉语听力课程在第 1-3学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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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学期 子类别 

公共 

基础 

选修 

CUR201 货币银行学 3 48 3   

ENG753 基础英语口语（二） 2 32 3   

HUM208 孙子兵法 2 32 3   

HUM450 中国文化专题 2 32 3   

ITR308 中国外资政策 2 32 3   

LAW210 民法学 3 48 3   

LAW246 中国经济法概论 2 32 3   

MGT215 管理学原理 3 48 3   

PED212 篮球中级 1 32 3   

ACC212 财务会计 3 48 4   

CLL126 汉字与汉字文化 2 32 4   

CMP135 商务数据处理与分析 2 32 4   

CMP322 信息发布与网页设计 2 32 4   

EBU206 国际服务贸易 2 32 4   

IFI212 国际金融学 3 48 4   

INS225 风险管理与保险 2 32 4   

INS206 公共财政学 2 32 4   

INS341 国际保险法 3 48 4   

ITR206 国际贸易 3 48 4   

MAT208 统计学 3 48 4   

MKT206 营销学原理 2 32 4   

PLS218 台港澳概论 2 32 4   

MGT201 应用统计 3 48 4   

ENG263 国际商业文化（英） 2 32 4，5   

MAT311 统计分析软件 1 16 5   

MGT414 应用统计分析软件 1 16 5   

CLL307 书法艺术 2 32 5，6   

CLL320 经贸汉语应用文写作（一） 4 64 5   

ECON205 中国经济概论 2 32 5   

ENG301 高级商务英语听说 2 32 5   

INS324 人寿与健康保险 3 4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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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学期 子类别 

公共 

基础 

选修 

INS325 财产与责任保险 3 48 5   

ITR202 商品学 2 32 5   

ITR303 国际贸易实务 3 48 5   

CLL321 经贸汉语应用文写作（二） 4 64 6   

INS350 理财规划与保险 2 32 6   

INS360 员工福利计划 2 32 6   

INS415 海上保险学 2 32 6   

ITL403 仓储管理 2 32 6   

ITR304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2 32 6   

LAW407 国际商法 4 64 6   

EBU408 现代服务 3 48 7   

EBU409 电子商务与贸易案例分析 3 48 7   

ITR404 跨国公司 2 32 7   

公共基础选修课应修 21学分 

学科 

基础 

必修 

LAW206 刑法学 48 3 2   

LAW257 民法总论 48 3 2   

LAW101 中国法制史 32 2 3   

LAW113 宪法学 32 2 3   

LAW117 法理学 32 2 3   

LAW202 刑事诉讼法学 32 2 3   

LAW24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2 2 3   

LAW252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3   

LAW128 法律职业伦理 16 1 4  

学科基础必修课合计 304 19   

学科 

基础 

选修 

LAW104 西方法制史 32 2 2 基础法学和公法类 

LAW334 法律英语写作与翻译 32 2 2 案例研讨类 

LAW221 债法总论 32 2 3 民法类 

LAW222 物权法 32 2 3 民法类 

LAW227 国际商事法律英语 32 2 3 案例研讨类 

LAW237 疑难经济犯罪案例解析 32 2 3 案例研讨类 

LAW239 保险法原理 32 2 3 经济法类 

LAW255 国际公法案例研讨 32 2 3 案例研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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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学期 子类别 

学科 

基础 

选修 

LAW328 证券法 32 2 3 经济法类 

LAW343 国际法律检索与写作 32 2 3 案例研讨类 

LAW346 公司法 32 2 3 经济法类 

LAW223 合同法 32 2 4 民法类 

LAW225 侵权法 32 2 4 民法类 

LAW235 比较合同法 32 2 4 比较法类 

LAW240 竞争法原理与实务 32 2 4 经济法类 

LAW308 票据法 32 2 4 经济法类 

LAW329 证据法学 32 2 4 基础法学和公法类 

LAW342 行政法实务模拟 32 2 4 法学研讨类 

LAW409 担保法 32 2 4 民法类 

LAW412 欧洲联盟法概论 32 2 4 国际法类 

LAW218 法律经济学 32 2 5 基础法学和公法类 

LAW247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32 2 5 经济法类 

LAW312 国际投资法 32 2 5 国际法类 

LAW340 国际货物买卖法 32 2 5 国际法类 

LAW348 典型合同专题 32 2 5 民法类 

LAW350 工业产权法 32 2 5 民法类 

LAW369 行政法案例研讨课 32 2 5 案例研讨类 

LAW385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5 国际法类 

LAW390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32 2 5 法律实务 

LAW413 银行法 32 2 5 经济法类 

LAW228 强制执行法 32 2 6 基础法学和公法类 

LAW316 国际商事仲裁实务 32 2 6 国际法类 

LAW320 环境法 32 2 6 经济法类 

LAW349 海商法 32 2 6 国际法类 

LAW351 法理学经典案例 32 2 6 案例研讨类 

LAW353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 32 2 6 经济法类 

LAW366 国际投资法案例研讨课 32 2 6 案例研讨类 

LAW371 外商投资法 32 2 6 国际法类 

LAW393 国际商事仲裁（英） 32 2 6 国际法类 

学科基础选修课应修 2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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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学期 子类别 

专业 

方向 

LAW248 经济法学 32 2 3   

LAW120 商法学 32 2 4   

LAW242 知识产权法学 32 2 4   

LAW356 国际私法学 32 2 4   

LAW403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4   

LAW256 国际法学 32 2 5   

LAW422 法学论文写作 16 1 6   

专业方向必修课合计 208 13   

注：汉语听力 1-3学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