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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政 法 学 院 文 件

沪政院教〔2024〕53 号

关于印发《上海政法学院涉外法治人才
协同培养基地班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处、办：

《上海政法学院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基地班建设方

案》经 2024 年第 4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上海政法学院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基地班建设

方案

上海政法学院

202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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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政法学院涉外法治人才
协同培养基地班建设方案

自学校 2012 年获批上海市卓越人才培养基地以来，经

过十多年的招生培养，在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

诸多成果、经验，形成了培养特色。2023 年，学校陆续获批

“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教育部涉外法治

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为对接国家、社会对涉外

法治人才的新要求，学校以既往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成效为

基础，以上海市、教育部两个基地的建设为契机，拟成立“涉

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基地班”（以下简称“基地班”），设在

国际法学院，着力构建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一、基地班学生遴选

（一）遴选时间

基地班遴选时间为每年 3 月初启动，4 月中旬完成学生

遴选。

（二）遴选对象

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创新班、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创

新班、涉外卓越律师人才培养试点班大一学生中进行选拔，

计划遴选 20 名。

（三）遴选方式

1.第一轮筛选：学校发布《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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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遴选通知》，学生自愿申请报名，国际法学院、教务处根

据申请学生的学业成绩、日常表现，开展第一轮筛选；

2.第二轮筛选：国际法学院、教务处、国际交流处、上

合组织基地、上海司法研究所共同组织面试。择优遴选政治

素质高、外语水平突出、学习能力强、善于沟通的优秀学生

进入基地班。

二、基地班师资配备

学校为基地班配备优质师资，且与共建单位开展“互聘

互派”，实施“双导师”制。

（一）建设校内优质师资库

由教务处牵头，与国际法学院共同遴选建立基地班师资

库，根据基地班培养方案，就专业学位课、专业限选课及英

语、俄语等课程遴选各法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的优秀师资，

每门课选择 2—3 位师资入库。基地班任课教师工作量至少 2

倍系数，保证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投入度。

1.专任教师：教学示范岗、副教授以上优先。入库的师

资应优先确保基地班的排课，通过学生评教、督导评教、同

行评价等方式监督课程质量，实施师资动态更新；

2.班主任：国际法学院指定优秀中青年教师担任基地班

班主任；

3.辅导员：学生工作部按照 1﹕20 的比例，为基地班配

备优秀辅导员。

（二）开展师资互聘互派

与共建单位开展基地班师资的双向流动，实施互聘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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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聘请共建单位高水平实务专家授课或担任指导教师，建

立一支由校内专职教师、实务部门专家和国内外兼职教师组

成的基地班师资队伍，教师共同授课、建设涉外法治核心课

程、编撰相关理论及实务教材、建设特色案例库与数据库等。

（三）实施“双导师制”

学校为基地班每位学生配备“校内+校外”两位导师。

校内导师负责指导学生课内学业；学校聘请共建单位实务专

家担任基地班学生校外导师，与校内导师相互配合，共同指

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实习实践、撰写学业论文等。

（四）外聘优秀教师

学校聘请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

东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标杆高校优秀教师担任基地

班专业课教师。

三、基地班培养方式

（一）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采用“进阶式”二维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基地班学

生开展“1 年基础法律+2.5 年涉外法律和英俄双语+0.5 年涉

外实习实践”的学习，培养学生“法律+英俄双语+涉外法律

实务”各项能力。学校与共建单位共同遴选优秀的本科毕业

生，优先推荐其攻读本校涉外律师、国际仲裁方向的硕士研

究生，或赴海外院校深造，提高涉外法治人才的应用研究能

力。

（二）人才培养方案

国际法学院负责制定基地班的人才培养方案，与共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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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同研讨，按照共建单位需求设置课程、组织教学。

培养方案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领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工作，聚焦国际组织人才需求，强化英俄双语训练；扩

大开设普通法、大陆法、比较法和外国法、俄国法、上合组

织法等前沿课程，加强法学与国际经贸、国际政治等多学科

交叉融合；增设模拟国际法庭、模拟仲裁庭等实训课程，注

重提高涉外法治人才的专业性和实践力。培养熟悉党和国家

方针政策，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

国际规则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三）排课选课安排

排选课给予基地班特殊政策，采取 20 人小班授课。小

部分通识选修课、专业开放选修课实施选课。

（四）学生实习实践

教务处与国际交流处、上合组织基地共同安排基地班学

生的实习实践及国际交流。

1.实习实践

学校推荐基地班学生赴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商会、上海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亚太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海

牙国际私法会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

司法研究所等国际组织，上海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

员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等涉外法律服务机构，上海涉外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

行业部门实习实践，争取留用机会。学生出国实习费用一部

分由学校专项经费资助，一部分由学生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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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国际组织实习项目

国际交流处优先推荐基地班学生参与“上海市高校学生

赴国际组织实习项目”，每年 2～3 个名额。

3.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法律学院”各类培训项目

上合组织基地接纳基地班优秀学生参加“尚合高水平研

修生项目”“尚合青年国际组织培养项目”“国际组织联合培

养实习生项目”等培训项目，促进基地班学生与境外学员共

同学习和共同实践，开阔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学生多文化环

境的沟通能力和涉外法治实务能力。

（五）国际交流

学校积极稳妥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中外

合作办学，加大境外高水平师资引进力度及学生互换、学分

互认、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联通等合作，选派基地班优秀学生

赴世界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或法律服务机构留学、访问、

交流等，并为其提供部分专项资助。达到境外高校入学条件

的基地班学生，学校优先推荐赴境外攻读双学士学位、硕士

研究生。

四、基地班管理机制

（一）通过选拔被录取进入基地班的学生，学籍正式转

入国际法学院，并执行单独的培养方案，开展小班教学，教

师、学生须遵守基地班培养方案各教学环节的安排。

（二）基地班学员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管理由国际法学院

负责。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须退出基地班，退回原



— 7 —

学院原专业：

1.因故休学或降级的；

2.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受到校级以上纪律处分的；

3.无正当理由未按要求实习实践的；

4.其他应当退出的情形。

五、基地班工作进度

2024 年 3 月启动第一批基地班组建的相关工作，此后每

年度按照以下时间节点安排各项工作：

序号 时间 工作事项 负责部门

1 3月中旬
发布基地班遴选通知，组织学生申请报

名。

教务处、国际法学

院

2
3月中旬—

4月中旬
制定完成基地班人才培养方案。 国际法学院

3
4月初—

4月中旬

组织开展第一轮材料遴选、第二轮面

试，确定基地班学生名单（20名）。

教务处、国际法学

院（国际交流处、

上合组织基地、上

海司法研究所参与

第二轮面试）

4
4月下旬—

5月初

基地班选聘师资，安排下学期教学任

务。

教务处、国际法学

院

5 9月始 基地班组织开展教学、学生管理。 国际法学院

上海政法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4月 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