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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研究方向

本学位点不区分研究方向。

（二）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现有两个人才培养方向：

法律（非法学）方向，该方向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

法律服务以及各行业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

才。

法律（法学）方向，该方向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

律服务以及各行业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三）师资队伍

现有专业教师 44人，其中教授 11 人，副教授 19 人，博士学历

教师 27 人，具有海外著名法学院研修经历 16 人，校内研究生导师

31名，校外实务导师 84名。

（四）培养条件

1.培养方案契合需求

培养方案在制定和实施上，充分发挥人才需求单位和参与合作培

养单位一体性的优势。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领域方向、课程设置、

实习实践、学位论文等各环节，引导人才需求单位同时作为人才培养

的合作单位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实行订单式培养。创立“U+X”

协同培养模式，法律硕士实习担任法官助理模式，被最高人民法院向

全国推介。

2.科学研究成果突出

近年来，专业教师以第一署名单位、第一作者发表核心期刊及以

上学术论文共 45篇。其中，CSSCI 来源期刊 25 篇，SCI、SSCI 来源

期刊发表论文 2 篇；学术专著 13部，译著 11 部。主持科研项目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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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66 项（其中，纵向课题 34 项，横向课题 32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12 项，科研经费总额达 741.87 万元。有 1 人获得教育部第八届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有 1 人在国际顶级期刊

Science 上发表教研文章一篇。

3.政用产学研平台支撑有力

拥有江苏省苏北农村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淮海经济区立法研究院、

汉藏法律文化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法治研究院、知识

产权发展研究院、淮海经济区破产法研究中心、刑事司法研究院、淮

海经济区企业合规研究院等省级、跨省和校级科研平台。江苏师范大

学法律援助中心连续多年获得江苏省法援助基金会每年 10 万元的资

金资助，中心于 2020 年获司法部“全国法律援助先进集体”称号。

4.社会力量助学成效卓著

本学位点以服务社会创品牌为办学突破口，做好充分汲取社会资

源办学的文章，期间完成社会捐助协议资金335万元，到账资金316.7

万元以上。

5.学科和课程建设连续突破

法学学科获批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法律诊所》获首批国家

级一流本科课程（社会实践类），《知识产权法》获首批江苏省一流

本科课程（线下），《知识产权法专题》上线“学堂在线”平台，《法

律硕士“三维一体双平台深协同”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获江苏省

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优秀奖。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建立以高校党政干部、导师、研究生秘书、心理咨询教师为主体

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

人员不低于学位授权点师生人数的 1%。强化导师思政教育第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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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首要责任人的作用。

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

内容，统筹规划，统一领导。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贯彻落实中办《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以

及教育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

现到教书育人全过程，工作有方案、有成效。一是发挥研究生党支部

的组织作用，加强研究生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利用重要节庆日、

纪念日和重大活动，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宣传教育，引导师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哲学社会科学课堂教学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发

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三是经常性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广泛开展民族英雄、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身

边好人、最美人物等学习教育活动，培育和选树学习励志、实践奉献、

参军报国、诚信友善、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等方面的典型，塑造向上

向善的校园新风。四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研究生课程教

学体系之中，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

效机制。

（三）校园文化建设

一是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持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形成学校

领导、各部门参与的工作格局，经费有基本保证。二是制定校园文化

建设的总体规划，有年度工作实施计划和重要项目。三是加强校园法

治文化建设，在校园的重要景点摆放孔子雕像、獬豸等代表法治文化

的景观。依托学位点优势，打造公义法学文化活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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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管理服务等开展情况

一是贯彻落实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将领导干部上讲台列入教育教学计划，并

组织实施具体教育教学活动。二是贯彻中央文明委《关于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的意见》，制定诚信教育工作方案，开展诚信主题教育活动，

建立健全学生诚信档案，建设校园诚信文化。三是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学校领导、院（系）领导联系师生、谈心谈话制度，能够及时了解师

生思想状况和具体诉求。四是学风建设和科学道德教育有计划、有措

施，有经常性教育活动，做到全员、全过程、全覆盖。五是做好研究

生学业就业指导和困难研究生帮扶等工作。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课程建设、制度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条件建设（包括研究

生培养基地建设）、科学研究工作、招生与就业、人才培养等工作取

得的成绩。

（一）课程建设

强化思政课程和师生科学道德、学术规范教育，开设系列讲座，

强化相关课程内容；进一步强化基础课程内容的体系化和实务导向；

提高校外实务导师在系列实务课程中授课比例；在两门实务课程中开

展了部分双师课堂；成功开设知识产权法专题线上课程，并成为全校

第一个成功上线学堂在线的线上课程；继续深化校地深度协同的法律

诊所、模拟法庭和法律援助教学活动，确保实践教学活动不因疫情而

削弱。

（二）制度建设

修改完善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质量促进办法》《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训管理办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助

学金评选办法》《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岗位》《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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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岗位》等系列文件，并已经汇编成册。

（三）师资队伍建设

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筑牢政治底线、学术底线和道德底线。

两年度内，引进优秀博士 6人，晋升教授 1人，副教授 2 人；增加校

内导师 4 人，总规模达到 29人；增加校外行业导师 19人，总规模达

到 84 人。2 人获得江苏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才称号。

未发生教师因师德师风不正、违反法律法规、学术不端等被查处或通

报的情况。

（四）培养条件建设

增设江苏师范大学淮海经济区立法研究院、江苏省知识产权（江

苏师范大学）培训基地、知识产权发展研究院、淮海经济区破产法研

究中心、刑事法律研究院、淮海经济区企业合规研究院等数个省级、

跨省区和市厅级政用产学研平台，在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徐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版权局、江苏汇君律师事

务所、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增设 6家法律硕士联合培养工作站，获批

4个省、市级立法专业团队和 1个知识产权领军工作团队。法律援助

中心获司法部表彰的全国先进集体（全国高校仅 3 家）。

（五）科学研究工作

本学位点教师统计期内共发表学术论文 54 篇，其中 CSSCI 论文

18 篇，英文文章 3 篇；出版专著 7部（含英文 1 部），汉译藏译著 3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主持横向科研项目 10 项，获得到

账横向经费 300.27 万元。科研成果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项，有关地方立法的研究报告获得省部级领

导批示 2 项。

（六）招生与就业

在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两个方向招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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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律硕士（法学）毕业 28人，招生 32 人；法律硕士（非法学）毕

业 11人，招生 11 人。2021 年法律硕士（法学）毕业 27人，招生 20

人，法律硕士（非法学）毕业 6人，招生 32人。两年就业率均为 100%，

位居全校所有专业第一。

（七）人才培养

面对疫情挑战，强化人才培养质量，全面落实线上课程和线上线

下相结合课程，严格考试、考查和作业批改制度。青年教师刘恺博士

在 science 发表应对新冠疫情转变教学方式的论文，向全世界分享了

中国经验。充分利用疫情的稳定期，确保学生进站顶岗实习，保质保

量地完成实习教学任务。2020和 2021届两届法律硕士全部如期毕业，

法考通过率超过 95%。《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公司与央视动画著作权侵

权纠纷案》获 2020 年全国法律硕士视频案例大赛三等奖。

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除受到师资力量和培养平台的限制外，目前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

标准和要求也有待于上级教育管理部门予以明确。

（二）学位点投入经费不足

由于对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学费标准限制在每年 1万元，学校生均

拨款标准较低，办学经费一直比较紧张，实践教学和校外导师应得的

酬金都受到一定影响。

五、改进措施

继续大力引进可以承担全英文、双语教学的优秀博士和其他高层

次人才，鼓励一批中青年老师到海外研修，搭建法律硕士海外阶段性

培养的合作平台。

在争取更多生均拨款的同时，继续汲取必要的社会资源，进一步

强化法律硕士培养的政用产学研基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