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1 年） 

一、基本情况 

外交学院于 2014年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5年

开始招收全日制学生。 

二、师资队伍 

国际法系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合理。系内任课教师共有教授

7人、副教授 10人、讲师 11人，是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以及专

业知识结构均较为合理，且团结协作、学术思想端正、活跃的学术队

伍。绝大多数人员具有博士学位，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高水平的教学

和研究。有若干名学术造诣较深、在国内同行中有一定影响、治学严

谨、为人正派且具备指导博士研究生水平和能力的学科带头人。 

三、学科方向 

法律（法学）专业不区分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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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依法执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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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和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复合型、职业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

力量。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外语优势突出、外交特色鲜明、专业基

础扎实、国际视野宽广的涉外法律人才。注重法律理论研究与法律实

践的结合，确立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胜任外交

外事工作、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高端涉外法律人才的

培养目标。 

四、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和特色 

2021年度法律（法学）专业招生 38人，含本科推免生 6人，占

比 15.9%；共授予学位 34人，毕业去向包括党政机关 11人、高等教



育单位 1人、其他事业单位 1人、国有企业 2人、三资企业 2人、部

队 1人、升学 1人等。 

国际法系人才培养资源丰富，具以下三方面优势：（1）直属外

交部的行业资源优势。作为外交部直属的唯一一所高校，外交学院国

际法系长期与外交部各业务司室，尤其是条法司保持密切联系和合作

关系。条法司在科研、教学、人员、信息、学生实习基地等方面对国

际法系予以全力支持。（2）依托中国国际法学会的学术资源优势。

中国国际法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国际法学会秘书处就设

在外交学院国际法系。通过依托国际法学会这一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

优势，使得国际法系的师生能与国内外国际法学者、著名的国际法研

究机构或组织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3）自身的环境优势。

外交学院的外交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及英语学等学科卓有成效的

建设，无疑为本学位点培养具有外交外事特色，外语优势，精通国际

法律问题的复合型高端人才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源宝库。（4）在实

践教学方面，把模拟法庭比赛引进教学体系，建立模拟国际和国内法

庭比赛培训机制，重视法律诊所教育和法律援助中心在培养学生实践

能力方面的作用，锻炼学生处理法律问题的能力。国际法系连续多年

组队参加各类国际模拟法庭比赛，均取得了优异成绩。 

另外，作为“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单位”，国际法系致力于高

端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加大对院外的涉外法学教育实践平台的建设，

积极与涉外法治实践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优良的涉外实习

基地。国际法系与外交部条法司有密切联系，中国国际法学会秘书处

设于我系，学生涉外实践机会多，目前与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等



多家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

触不同类型的涉外法律实务，培养其法律实践能力。 

五、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术交流 

本学科方向历史悠久；背靠中国国际法学会，具备高端教学科

研平台；拥有一流学术团队，学术骨干科研能力强；2019 年创刊的

《国际法学刊》，2021 年发行 4 期；2020 年引进的《中国国际法论

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SSCI），2021年

发行 4期。运行“全球健康与全球治理”英文网站。教研室与世界知

识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国内外优秀出版

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本学科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2021 年新承担了纵向及横向各类

科研项目 12项，项目总经费近 73万，其中纵向科研经费近 40万元。

在《中国国际法论刊》、《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中国

国际法年刊》等法学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 34篇。2021年，国际法

系教师承担了 5项省部级以上项目，其中何颖来博士成功申请到了北

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易显河教授承担了 1项中国海警局、3项外

交部项目，成果获中央相关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条法司采纳；

多名老师承担了国家重大外交攻关课题，以及外交部、商务部等中央

部委的顾问咨询工作，为国家外交外事工作建言献策。教师科研项目

发挥了智库作用，贡献了多篇咨询报告，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包

括外交部、中国法学会、国家税务总局等多个国家部委的奖励与肯定。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也与商务部条法司、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外

办、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多家机构进行

国际法和涉外法律学术合作，邀请各合作单位的专家讲学，通过讲座、



研讨会等方式促进学术交流，提高国际法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学生提

供实习平台和机会，促进学生理论结合实践能力的提高。 

国际法系为法律硕士研究生提供了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的平台，

2021 年度共有 10 人次参加各学术会议，包括中国国际法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 2021 年年会、纪念《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通过 40 周年国际研讨会、首届人类命运共同体

体青年峰会、首届中国企业知识产权信用峰会、北京国际法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暨服务北京法律问题研讨会等。 

六、条件建设和制度保障 

在培养条件建设方面，国际法系是教育部首批“卓越涉外法律人

才教育基地”和“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单位，得到国家足额经

费的持续支持；国际法系自 2019年起创办了学术期刊《国际法学刊》，

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每季度一期，为系内师生提供了学术研讨和

论文发表的平台；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 2004 年，

为学生参与实践教学提供了平台；外交学院图书馆和国际法系资料室

拥有丰富的中外文图书、期刊、数据库，为国际法系师生开展科学研

究提供了一流的信息、资料和研究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