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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一）总体概况 

1.基本情况 

法学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78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

外贸易系即设立“国际商法教研室”，开始招收国际贸易法硕士生。1984 年，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国际经济法系”。1984 年，成为全国首批获得国际经济法

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1997 年，国际法学二级学科获选全国首批“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2 年，国际法学二级学科被教育部批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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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9月，

教育部批准设立国际法学博士后流动站。2006 年，民商法学二级学科被评为北

京市重点学科。2011 年，获批法学博士一级学科。2012 年，法学一级学科获批

北京市重点学科。2017 年，国际法学二级学科入选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开放型经济学科群”）。2017 年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 A-。 

本学科以中国的对外经贸事业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建设有鲜明国际经贸法学

特色的高水平学科体系。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战略目标，以不断创新为基本路

径，紧紧围绕国家“十四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突出特色、全面发展，落实国家“依法治国”方针，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

战略提供决策咨询，培养高端国际法律人才，提供社会需要的高端法律人才。 

2.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科目前设置了国际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法学理论、诉讼法学、

刑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等七个主要的二级学科。此外，还设置了网络与数据

法、国际贸易和投资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特色学科方向与实务学科方向，并聘

请众多的律师、法官、仲裁员为学生开设相应的课程，计入学分。以传统学科为

依托，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创新特色学科方向与实务学科方向，从而完善学科体

系设置，进一步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二）人才培养 

1.法学研究生培养规模 

2021 年，在籍法学博士研究生 75 人、法学硕士研究生 176 人，其中 2021 年

新入学法学博士研究生 10 人、法学硕士研究生 85 人。 

表 1 2021 年法学研究生培养规模情况              单位：人 

分类 2021 年在籍 2021 年入学 

国际法学硕士 74 34 

民商法学硕士 4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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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2021 年在籍 2021 年入学 

经济法学硕士 33 15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 5 4 

法学理论硕士 8 3 

刑法学硕士 7 4 

诉讼法学硕士 9 4 

法学博士 75 10 

2.法学研究生就业情况 

2021 年，法学研究生共有 95 人参与就业，相关情况如下：  

表 2 2021 届法学研究生毕业生分专业就业情况 

专业 总数 
签署三

方协议 

灵活就

业 
出国 升学 待就业 签约率 就业率 

国际法学

（含博士） 
39 18 18 2 0 1 38.46% 89.74% 

经济法学

（含博士） 
22 12 9 0 0 1 54.55% 95.45% 

民商法学

（含博士） 
19 7 11 0 0 1 36.84% 94.74% 

诉讼法学 6 2 4 0 0 0 33.33% 100.0% 

法理学 3 0 1 0 1 1 0.00% 66.67% 

刑法学 5 1 1 0 2 1 20% 80.00%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1 1 0 0 0 0 100% 100.0% 

总体 95 41 44 2 3 5 46.32% 94.74% 

 

 

 

 

 

 

 

 

 

 

 

 

 

图 1  2021 届法学研究生毕业生就业明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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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届法学硕士毕业生中，3 名学生选择继续留在国内高校深造，包括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2 名学生选择出国深造，包括哈佛大学、

斯德哥尔摩大学。除国内升学与出国深造外，2021 届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生行

业选择主要是律师事务所、公司、公检法机关、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2021 届法

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生行业选择主要是高校、律师事务所、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

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法学会等。 

表 3  2021 届代表性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就业去向 

 

表 4  2021 届代表性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就业去向 

序号 姓名 专业 单位名称 

1 樊** 法学理论 中国政法大学 

2 董** 法学理论 中建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3 郑** 刑法学 武汉大学 

4 浮** 刑法学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5 王** 刑法学 海南大学 

6 黄** 民商法学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7 宋** 民商法学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8 郭** 民商法学 北京世辉律师事务所 

9 马** 民商法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0 王** 民商法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 

11 何** 民商法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12 李** 民商法学 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 

13 陈** 民商法学 北京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14 刘** 民商法学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15 李** 民商法学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16 牛** 民商法学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7 尹** 民商法学 东莞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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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单位名称 

22 周** 经济法学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3 谭** 经济法学 全国人大 

24 唐** 经济法学 广东高木律师事务所 

25 王** 经济法学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26 秦** 经济法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7 邢** 经济法学 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8 袁** 经济法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公司 

29 袁** 经济法学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30 杨** 经济法学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31 潘** 经济法学 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2 黄** 经济法学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33 杨** 经济法学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34 孙** 经济法学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35 尹** 经济法学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36 刘** 经济法学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37 张** 国际法学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8 李** 国际法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39 王** 国际法学 哈佛大学 

40 王** 国际法学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41 孙** 国际法学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42 葛** 国际法学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43 陆** 国际法学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 郑** 国际法学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 危** 国际法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 刘** 国际法学 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 

47 曾** 国际法学 上海澄明则正（北京）律师事务所 

48 刘** 国际法学 中建三局城市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49 韦** 国际法学 斯德哥尔摩大学 

50 芦** 国际法学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51 姜** 国际法学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52 陆** 国际法学 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 

53 刘** 国际法学 北京雪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4 袁** 国际法学 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55 王** 国际法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56 范** 国际法学 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 

57 闫** 国际法学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58 陈** 国际法学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59 曹** 国际法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60 张** 国际法学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61 杨** 国际法学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62 杜** 国际法学 南京海事法院 

63 徐** 国际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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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单位名称 

64 李** 国际法学 北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 

65 刘** 国际法学 国际组织 

 

3.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获奖 

2021 年度，本学科延续了在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上屡获佳绩的传统，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学术型硕士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21 年 3 月 13 日至 4 月 18 日，第 62 届“Philip C. Jessup 国际法模拟法庭

竞赛”（“Jessup 模庭竞赛”）顺利举办。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届赛事在全

球范围内跨洲进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600 所高校队伍云集线上：中国赛队包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代表队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等众多国内知名院校的队伍；国外赛队不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

津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据 Jessup 中国赛区组委会的评定，我校代表队荣获中国

赛区团体一等奖（全国第 5 名）和正方书状第一名，在国内 53 所参赛高校中稳

居前列。本学科 2020 级国际法硕士生刘奔、许群作为参赛队员参加了比赛。 

2021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第十九届“John H. Jackson 模拟法庭竞赛”

（“JHJ 模庭竞赛”）的东亚暨大洋洲区域赛（“东亚区域赛”）顺利举行。本届赛

事延续 Ȱ赛队名ɳ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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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建设情况 

2021 年，为了促进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本学科采取的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

督导的创新做法主要包括： 

第一，设立培养方案制定和修订领导小组，组织全体教师讨论和修订培养

方案中的课程体系。对于各专业法学博士、各专业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中的课

程体系，组织全体教师进行多次讨论和修订。 

第二，设立课程教学改革专家顾问，定期举行会议，邀请校外专家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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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论文质量，严控学术规范。 

根据学校研究生院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和答辩的规定，本学科制定

了《关于完善硕士学位论文学术规范管理及答辩制度的说明（试行）》，加强硕士

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管理。要求硕士研究生在答辩结束后提交论文终稿，在终稿

验收环节，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管理的要求进行学术规范审查。 

6. 法学研究生奖助情况 

表 5  2021 年法学研究生获本学科自设奖助学金学生信息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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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奖助项目名称 

26 张*轩 2020****1387 法学硕士 学科竞赛卓越奖学金

�����P��P ����������H�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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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型 专业 奖项名称 

14 李* 2019***40099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15 陈*霞 2018***70105 法学博士 国际法学 博士二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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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型 专业 奖项名称 

47 江*真 2020***71381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48 任*寒 2020***71378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49 陆*嘉 2020***71384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50 徐*茜 2020***71392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51 张*轩 2020***71387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52 刘*昊 2020***71373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53 周*宇 2020***76022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一等 

54 郭*麟 2020***61358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一等 

55 张**哲 2020***41330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一等 

56 郑*杰 2020***41331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一等 

57 侯*桐 2020***41345 法学硕士 民商法学 硕士一等 

58 陈*楠 2020***31326 法学硕士 刑法学 硕士一等 

59 陈*堃 2020***51351 法学硕士 法学理论 硕士二等 

60 刘*铂 2020***61353 法学硕士 法学理论 硕士二等 

61 刘*远 2020***11323 法学硕士 法学理论 硕士二等 

62 李*阳 2020***71396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3 吕*贤 2020***21325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4 马*舟 2020***71389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5 梁*莹 2020***71400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6 许* 2020***76023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7 姜* 2020***71383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8 张*杰 2020***71380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69 包* 2020***71396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0 任*航 2020***71404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1 于* 2020***71385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2 李* 2020***71391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3 刘* 2020***71379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4 杨*薇 2020***71403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5 吴*羽 2020***71377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6 蒋*斯 2020***71389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7 闫*琪 2020***71402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8 陈*雯 2020***71388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79 曹*玥 2020***71400 法学硕士 国际法学 硕士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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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型 专业 奖项名称 

80 李*贤 2020***61365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1 陈*婧 2020***71404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2 康*晨 2020***31327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3 杨*慧 2020***71379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4 黄*霞 2020***71403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5 刘*汝 2020***71377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6 林*宜 2020***71402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7 马*怡 2020***71388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8 赵* 2020***41346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89 刘* 2020***61368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90 鲍*辰 2020***61359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91 胡* 2020***61353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92 蒋* 2020***61365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93 胡*歌 2020***61364 法学硕士 经济法学 硕士二等 

94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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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 篇。 

表 8  2021 年法学研究生学术发表情况一览表 

姓名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类别 发表时间 

王*路 中美经贸协议中的遵守机制研究 学术论坛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2 

刘*婷 直播电商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 知识产权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5 

刘*婷 
突发传染病应急管理法律制度的
完善路径—以风险治理为视角 

齐鲁学刊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1 

王*航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世界意义 人民论坛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8 

李*军 
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以政

务诚信建设为视角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

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5 

李*军 

论检察机关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中的作用——基于拓展行政公益

诉讼范围的思考 

重庆社会科学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5 

王* 
“数据垄断”命题真伪争议的理

论回应 
法学论坛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9 

王* 
后《民法典》时代的融资租赁法

律治理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9 

王* 
融资租赁物范畴厘定及其规制进

路的体系化重思 
交大法学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4 

张* 
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监管沙盒的

可行性与制度设计 

华东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

学版）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5 

程*群 “单边”制裁的法治破局 人民论坛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8 

李*楠 
国家安全视域下数据出境审查规

则研究 
情报杂志  CSSCI 来源期刊       202110 

李*楠 
国际数字贸易背景下数据跨境流

动监管规则研究 
国际贸易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4 

李*楠 
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的

构建 
法治研究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1 

马*飞 
数据泄露中企业对用户的损害赔

偿问题研究 
科技与法律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10 

马*飞 
企业数据权利与用户信息权利的

冲突与协调 
法学杂志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7 

周*华 
论宅基地上房屋建成后的权属认

定 
法律适用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3 

陶*逍 
企业犯罪司法轻缓化背景下我国

刑事司法之应对 
政法论丛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4 

陶*逍 
论中国治理企业违法的和解合规

模式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3 

陶*逍 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解构与展望 
浙江工商大学

学报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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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类别 发表时间 

王* 
论合同法定解除之损害赔偿的计

算 
法律适用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10 

高* 

场景完整性理论在儿童数据保护
监管中的应用——以英国《适龄
准则》和美国 COPPA 为例 

中国青年社会
科学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7 

卜*民 
论数据主权谦抑性：法理、现实

与规则构造 
情报杂志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8 

卜*民 
论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挑战

与制度构建 
太平洋学报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6 

尚*文 金融法院管辖范围待拓展 中国金融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202104 

靳*岩 
普惠金融背景下网络小额贷款行

业的法律治理 
南京社会科学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8 

靳*岩 

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化法治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以建立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仲裁机制

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研究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4 

韩* 
《民法典》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研

究 
科技与法律 CSSCI 期刊扩展版        202102 

姜*婷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性质、影

响及我国的应对举措 
国际贸易  CSSCI 来源期刊        202109 

 

（五）社会服务 

2021 年，共举办了 12 场高端学术研讨会。代表性活动包括：2021 年 1 月 16

日，与美国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合作举办“2020 年全球数据隐私的大局与变

量”在线研讨会。2021 年 3 月 29 日，邀请中外学者通过 Zoom 视频会议平台举

行“《中国—欧盟投资协定》”线上学术研讨会。2021 年 4 月 19 日，举行“涉外

法律人才政策支持及人才素质评价体系”研讨会。2021 年 4 月 24 日，与北京师

范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外卖平台‘二选一’行为的竞争法规制”研讨会。 

 

二、学位授权点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论文抽检情况 

2021 年，在国家和北京市组织的学位论文抽检中全部合格。国家博士学位

论文抽检结果显示，我校有 5 篇法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2019 学年度获得学位

者）抽中，无存在问题论文；北京市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显示，我校有 7 篇法

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2020 学年度获得学位者）抽中，无存在问题论文。 

（二）自我评估存在问题 

1.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回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存在不足。各个二级学科的建

设内容以及教师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回应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上仍然存在着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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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足、力度和精准度不够的问题。 

2.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亟需寻找新的改革点。如何以已经取得的国际化人才

培养成果为基础，取得更多具有突破性、率先性的人才培养成果，存在着较大的

难度。 

3.高端人才引进滞后于学科发展需要。知名学者、成熟学者的引进面临着较

多的困难。 

4.高端发表仍是学科科研发表的短板。在中英文高端刊物上的发表仍然存在

不足。 

5.随着国际化人才培养和留学生培养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外籍师资较为紧张，

与一流世界大学法学院的合作交流仍需加强。 

三、改进措施 

（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1.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寻找新的改革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完善。未

来将进一步加大与美国知名法学院的联系与合作，在更高端的平台上探索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新突破点。全方位加强学院与境外国家（地区）法学院特别是美国

TOP10 法学院的交流及合作，在 LLM、JD、SJD 等各类学位项目录取上实现更

多的增长。进一步促进博士招生与培养体制改革，加大学术型培养导向，增加更

多的学术型就业。 

2.对于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未来将进一步协调专业能力培养与语言能力培养，

增设专业训练与语言训练并重的特色课程，在就业环节推动和帮助实现学术型硕

士生的多元化高水平就业。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进一步加强与就业单位之间的

合作与联系，探索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方向与新机制。 

3.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未来将加大对博士招生环节的严格把控，进一步完

善审核制招生的实施细节；在培养环节加强学术能力训练，督促博士生导师加强

博士生培养的投入；在毕业论文答辩环节从严把控。 

（二）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1.高端人才引进，未来将在学校层面争取更多支持，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加盟。 

2.成熟中青年学者引进，未来将在学校层面争取更多支持，在学科层面出台

相应的配套措施，吸引更多成熟的中青年学者加盟。 

3.内部的青年教师培养，未来将以本学科的青年教师工作委员会为基础，加

强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并设置相应的学术发展要求。 

（三）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1.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结合现有研究基础，鼓励支持围绕“一带一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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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建设”、“竞争法与竞争政策”、“数字经济法律治理”、“质量与标准化法治”等

方向，建立研究团队，产出系列学术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高端

智力支持，提升学科影响力。 

2.高端发表方面，未来将从加大科研奖励、鼓励教师参加学术会议、加强学

术交流等方面解决目前的困难。对于英文发表，未来还将考虑采取工作责任制的

方式，鼓励青年海归教师有针对性地加强英文发表。 

3.科研项目的立项和结项方面，未来将加大对已经立项的负责人结项工作的

管理和督促，同时以青年教师为抓手，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的立项工作予以推

动。 

4.决策咨询报告、领导批示等社会服务层面，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宣传社会服

务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加大对决策咨询报告、领导批示等科研成果的激励，

以产出更多的高端社会服务成果。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1.进一步创新学科文化宣传的内容，集思广益，特别是集中各界校友的建议，

开拓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素材。 

2.进一步创新学科文化宣传的形式，集中完善学院官网、公众号推送等渠道，

加强新媒体的对外宣传。 

（五）国际合作与交流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