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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法学院自 2000 年起开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JM）研究生培养。我院法学一级学科 2012 年入选上海市

一流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获批设立“复合型”和

“涉外型”等两个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两

个上海市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师资引育方面，学院坚持以人才引育为重点，打造结

构合理、业务精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实行人才引进和师

资招聘改革，建立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的师资人才培养体

系，注重学术骨干教师、青年人才的培养，优化师资队伍

结构，建立结构多元的专兼职师资队伍，积极聘用法律实

务界专家担任兼职教学和指导工作，大量增设实务课程，

多渠道优化提升师资队伍质量。学院专任教师 54 人，其中

正高级职称 28 人（包含引进国家级人才项目 1 人），副高

级职称 17 人，学校聘任国际法院薛捍勤法官为名誉教授，

聘任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高锐博士为兼职

教授参与和指导相关研究工作，学院聘任兼职教授 5 人和

实务导师百余人。

新增省部级研究平台“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

院”

市高产人 法和人起金融法院设立中国 金融法治201I 20 0） ， 学 担 部



门委托课题，推出电子周刊。研究院建设发展列入上海市

人民政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为

其获得政策支持、稳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新增校级研

究平台“智慧法治实验（筹）”，并与上海市司法局筹划

合作建设，与上海市司法局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拓展国际教学，传播中国法治。双

硕士国际班借助美国西北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德

国法兰克福大学等 12 所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课程，通过学

分转换，为学生充实既有课程体系。在法律硕士项目中，

开设“法律与金融商务”、“非诉讼纠纷解决”、“知识

产权”、“数字经济与法律”、“监察合规”等六个特色

培养方向，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

法学专业深入融合，最大限度地拓展专业基础的知识广度，

推进“法学+”培养模式的创新。

法学院因势利导、多措并举，实施学生生涯发展和就

业指导工程，依托导师和校友双重力量，打好社会实践、

主题教育、典型宣传、经验交流和职业咨询组合拳，系统

强化研究生就业导向。赴基层就业人数呈跨越式增长。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就业毕业生中六成

以上赴国家重点单位就业，在艰苦地区和基层就业毕业生

100%就职于党政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企业等重点单位。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立足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造就一流高层次人才，推

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法学院从培养计划、资格考试、

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实践、学术活动等各个培养环节进

行全过程监控，要求学生将培养过程全程记录于“培养手

册”并存档。

同时，我院制定了《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申请流

程》等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法学院学位申请相关时间和流

程要求，将论文初稿的提交时间及预答辩的时间做了相应

提前，论文提交的形式和方式也做统一化要求，以保证预

答辩后充分的论文修改时间。

法学院还制定了《复旦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评

审处理方案》，对法学院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盲审、抽

检进行奖优和惩戒，加强学位论文的压力反馈与激励机制，

从学院层面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提高我院研究

生学位论文质量。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1. 推进交叉融合，改革课程体系

基于新文科建设时代要求，立足复旦学科齐全优势，

推进交叉融合与专业深入并进。设立法律与金融、法律与

数字经济、监察与合规、纠纷解决等专业硕士特色培养方



向；建设实体法与程序法贯通课程、跨学科前沿讲座课程；

鼓励引导研究生跨学科修读课程；本科与法硕（非法学）、

法学硕士与法硕（法学）选修课程共享，合理充分利用教

学资源。

2. 理论实践对接，建设实务课程

面向实践需求，全面推进实务教学。设立专职实务教

学岗位；加强案例课程建设；与法院、仲裁机构、律师事

务所和企业等实务机构合作，设立实践基地 22 家；实务导

师 50 余名开设实务课程 23 门；总结实务教学成果，即将

推出实务教材第一批 7 种。

3. 通过国际合作，助力学生成长

以法律硕士双硕士国际班（2018 年起）为主要平台，

开设全英文课程 38 门，部分课程聘请海外专家授课，促进

师生国际交流；疫情期间，双硕士国际班同学仍然通过线

上课程的方式，取得了国外合作大学 LLM 学位；策划中国

商法全英文系列教材，第一批 6 种已在编写中。

4. 以学生为中心，改革教学方式

基于已建设的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经验，结合案例和

实践性教学，推广翻转课堂等教学经验；利用学院内外资

源，举办教学方法交流活动；总结和推广 20 余门研讨型课

程经验，编辑研讨型教学系列阅读资料，第一批 11 种已在

编写中。



5. 严控流程管理，健全质量评价

强化研究生中期考核和开题，增设学科经典文献阅读

与口试要求；设立研究生论文全盲审制度；加强预答辩的

修改反馈机制。发挥教指委作用，结合全面课程思政要求，

把思想性作为评价重要标准，由教学督导组开展评估。教

学和评价情况分别纳入教师工作量计算和绩效考核，作为

评价和晋升重要内容；设立年度教学优秀奖和教学之星，

鼓励教学创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