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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善于维护国

家利益、勇于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的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着力培养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制

的高素质专门法治人才。

8. 立标准，建强法学教育质量文化。要紧密结合新时代高素

质法治人才成长需要、紧扣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培养目

标、紧跟法治中国建设新进程新需求，建设高等法学院校质量文

化，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法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制定法

学专业认证三级标准和认证办法，开展法学专业认证，推动高校

全面参与。以专业认证为抓手，明确质量目标，细化质量标准，

强化过程监控和质量评价，切实推动法学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法治

人才培养能力稳步提升。

四、组织实施

1. 构建三级实施体系。教育部会同中央政法委协调解决计划

实施过程中重大问题。各地教育部门、政法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实施省级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建立健全相应组织实

施机制。各高校要明确具体实施方案，确定重点建设领域和方向，

明确路线图、时间表、责任人。

2. 加强政策经费保障。教育部会同中央政法委在专业设置、

人员聘用与评价、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给予计划参与高校统筹支

持。中央高校应统筹利用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等中央高校

预算拨款和其他各类资源，支持计划实施。各地教育部门、政法

部门要加强省域内政策协调配套，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统筹地

方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和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引导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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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地方高校实施好本计划。各高校要根据本校计划具体要求，加

大国家、省、校政策的衔接、配套、完善、执行力度。

3. 强化监督检查。教育部会同中央政法委适时开展卓越法治

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实施情况绩效评价。各地教育部门、政法部门

要加强计划实施过程跟踪，加强实施过程管理，强化动态监测，

组织开展多形式的经验交流活动。各高校要主动发布自评报告、

进展情况及标志性成果，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教育部 中央政法委

2018 年 9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政法司、人事司、财务司、教师司、

国际司、评估中心

教育部办公厅 2018 年 10 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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