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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訪的目的除了了解兩岸四地對於法學教育的相關看法與實際執行作法外，也

藉此機會與參加會議的專家學者對於實際議題進行深入的討論。以中國大陸目前的現

況來看，其相當重視對於法學人才的培養，同時似乎亦以資源挹注的方式，鼓勵各法學

院進行法學教育方式改革的先導型計畫，希望藉此培養可能的優秀人才並對於將來法學

教育的方向提供寶貴的實證經驗。本此與會的專家學者所提出法學教育實際的規劃與

作法，令人獲益良多，是一個相當難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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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次參與會議的緣起主要是由於前此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來訪時，邀請我方(國立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與會，除了議題的討論外，亦藉此加強雙方的認識與提

升所上在中國大陸法學界的能見度。 

 

 

 

 

 

 

 

 

 

 

 

 

 

 

 

 

 

 

 

 

 

 

 

 

 

 

 

 

 

 

 

 

 

 

 

 

 



2  

過程 

       本次會議是以中國大陸憲法學研究會為發起單位，其會議主軸主要是討論中國大陸

目前想要藉由投注大量的教育經費，積極培養一批法學菁英的計畫，而對於其應如何執

行與落實，加以意見交流。       在本次會議中，主辦方(中國憲法學研究會、華南理工

大學法學院、華南理工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邀請香港、台灣以及澳門兩岸四地的法學

教育者，作各自的經驗分享與交流。除了香港的法學教育基本採行英國的模式

(barrister 及 solicitor)外，在會議中個人並對本所對於科技法律的教育理念與發展方向作

一說明。 

       本人除了說明本所成立的歷史外，由於科技法律領域為近年較為新穎的法學領域，

因此對於發展上採取小規模但是專精的策略。在領域的劃分上，分為智慧財產權、資訊

通訊、生物科技以及其他新興科技領域。同時在課程的設計上，重視實務課程的無縫接

軌任務與英文實力的培養(法學英文與相關實務實習課程)，期望本所成為台灣南部科技

法律的交流平台重鎮。會議過程中，基本除了兩岸四地的法學教育制度理念與個別不同

領域的相關介紹外，就本會議的宗旨如何落實其以充足經費為前提的法學菁英人材培

育計畫議題討論上，中國大陸各大學主管(計畫主持人)最關心的議題主要有二： 

        第一、以何種方式加以選出欲培育的法學菁英修習生； 

        第二、應以何原則加以運用其資源。 

             在討論過程中，各學校的主管(計畫主持人)尤其重視如何作出培育學員的選擇。因為

如何實際執行該計畫容或有時間加以考量，但是在人材的選擇上，現階段卻容易引起不

同的爭議或意見。在會議過程中可了解有的學校似乎以學習成績加以作為挑選菁英法學

人才培育的主要依據，但亦有學校以實驗班級的定位性質加以宣傳以避免相關的資源分

配爭議。雖然就由培育學員的選擇上中國大陸各學校產生不同的策略做法，但是對於資

源的運用上，個人觀察認為，各學校的主管(計畫主持人)皆確認國際化的重要性。 

        由本次的會議可以了解與充分體現中國大陸對於法學教育的求新求變，以及其積極

培養本地法學菁英的趨勢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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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程表如下所示： 

 

2013 年 11 月 2 日 

8:00-9:00 會議報到 

開幕式 

9:00-9:20 致辭 

張振剛（華南理工大學黨委副書記） 

劉茂林（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憲法學教學

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 

李樹忠（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憲法學教學

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 

主持人：李良成（華南理工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 

9:20-9:30 與會人員合影 

主題報告:卓越法律人才培養與法學教育 

9:30-10:30 主持人：焦洪昌（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副院長、教授） 

報告人： 

1．周葉中（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武漢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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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童之偉（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3．林峰（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署理院長、教授） 

4．徐松林（華南理工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教授） 

10:30-10:40 茶歇 

第一單元：法學教育與法律人才的培養（一） 

10:40—11:40 主持人：朱福惠（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教授） 

發言人： 

1．時延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2．沈丙友（廣東省檢察院公訴處長） 

3．李燕萍（澳門理工大學教授） 

4．胡博硯（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助理） 

評議人：俞江（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胡鵬翔（暨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11:40-11:50 自由發言和討論 

12:00-13:50 午餐(自助餐) 

第一單元：法學教育與法律人才的培養（二） 

14:00-15:00 主持人：肖金明（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社科部主任） 

發言人： 

1.劉志堅（蘭州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2.王豔麗（南京審計學院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3.程法彰（臺灣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教授） 

4.上官丕亮（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主任） 

評議人： 張艾清（貴州民族學院法學院院長、教授） 

曾二秀（華南師範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15:00-15:10 自由發言和討論 

第一單元：法學教育與法律人才的培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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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10 主持人：董和平（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青島大學法學院院長、

教授） 

發言人： 

1.蔡立東（吉林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2.焦洪濤（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3.李忠夏（山東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4.劉漢霞（華南理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5. 張銑（華南理工大學法學院講師、博士） 

評議人：丁利（中山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葉英萍（海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16:10-16:20 自由發言和討論 

16:20-16:30 茶歇 

第二單元：卓越法律人才培養與憲法教學改革（一） 

16:30-17:30 主持人：鄧世豹（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發言人： 

1.王廣輝（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2.滕宏慶（華南理工大學教授、院長助理） 

3.馬嶺（中國青年政治學院教授） 

4.鄭軍（西北政法大學教授） 

評議人：賀日開（南京師範大學教授） 

張洪林（華南理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17:30-17:40 自由發言和討論 

18:00-20:00 晚宴 

2013 年 11 月 3 日 

第二單元：卓越法律人才培養與憲法學教學改革（二） 

9:00-10:00 主持人：張軍（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校長、教授） 

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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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rnado(澳門大學教授) 

2.李曉兵（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主任） 

3. 紀然（長春師範大學講師） 

4.楊曉紅（四川大學副教授） 

評議人：韓登池（韶關學院法學院院長、教授） 

張曉明（九江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 

10:00-10:10 自由發言和討論 

10:10-10:20 茶歇 

第三單元：卓越法律人才培養之“校長論壇＂ 

10:20-11:30 主持人：夏正林（華南理工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參加人： 

1. 李樹忠(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憲法學教學

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 

2. 劉茂林（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憲法學教

學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 

3.石佑啟（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校長、教授） 

4.杜承銘（廣東財經大學副校長、教授） 

5.張軍（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校長、教授） 

大會總結 

11:30-12:00 主持人：吳家清（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南理工大學法學院 

憲政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總結人： 

秦前紅（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憲法學教學

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武漢大學教授） 

姚國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助理） 

12:00-14:00 午餐（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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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本次出訪的目的除了了解兩岸四地對於法學教育的相關看法與實際執行作法外，也

藉此機會與參加會議的專家學者對於實際議題進行深入的討論。以中國大陸目前的現

況來看，其相當重視對於法學人才的培養，同時其似乎亦已資源挹注的方式，鼓勵各法

學院 進行法學教育方式改革的先導型計畫，希望藉此培養可能的優秀人才並對於將來

法學教 育的方向提供寶貴的實證經驗。本此與會的專家學者所提出法學教育實際的規

劃與作法，收穫頗豐，是一個相當難得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