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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人才白皮书

一、专业定位

法学专业是高等法学教育的基本单位，专业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心态，法

学专业是一种特殊的专业教育，因为它本身对应着特殊的职业，和一些不对应特

殊性职业的大学专业形成对比。根据教育部最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法学专业包含了 6个专业类，分别为法学类、政治学类、社会学类、民族学

类、马克思主义类和公安学类。这些专业类对应的是大学教育的一级学科，其中

法学类专业包括法学专业、知识产权专业和监狱学三个专业类别，其中，只有第

一个法学专业，才是真正意义上对应着法律职业的法学专业。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面向华南地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和创

新型法律人才的需求，结合我校金融专业特色与优势，培养爱祖国、负责任、厚

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懂金融的社会主义新时期金融法律人才。学生

具有较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系统了解国内外法学理论发展沿革，对国内立法信

息有一定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较强的分析能力、判断

能力和司法实践能力；能较熟练地运用相关法学知识和法律规定处理各类法律事

务，尤其擅长解决粤港澳三地跨境商事纠纷，并具有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

基本能力和素质。

三、培养规格

1.知识要求

（1）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2）熟悉法律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3）掌握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

（4）了解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历程。

2.能力要求

（1）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

（2）具备将所获取的知识与实践融会贯通并灵活应用于司法实践之中。

（3）了解法学前沿理论及其研究动态，具有一定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实际

工作能力。



（4）具备良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5）具备良好的计算机操作与应用能力。

3.素质要求

（1）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良好的道德素养、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及

职业素养。

（2）身体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具备

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能够胜任从事本专业范围内的各项工作的要求，能够

履行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3）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培养恪守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精神品质。

（4）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素质和团队合作素质。

（5）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观念先进，思想通达，具备国际化视野和基本

的创新精神及创业意识。

4.学制学分

学制：标准学制 4年，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3-6 年内毕业（含 6年）。

学生在校的修读期内，要求完成的总学分不得少于 163 学分。

四、课程体系

本专业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分为必修、选修）、通识课程（分为必修、

选修）、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分为必修、选修）以及职业导向课（选修）。

本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

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

律职业伦理、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除了核心

课程，我们还结合我校金融学科优势和特色，开设了财税法、国际金融法、银行

法、票据法、证券法、企业法律实务等。

为满足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所需，学校将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法学专业教师创新

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研究学

习”、“改善学习”的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将在课堂内要质量推广覆盖到向课堂内、

外要质量，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时间内更好地利用已建成和建设中的课程视频资

源等，继续总结以往有成效的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同时，重点探索和试点在

新型教学条件下的“翻转式”教学方法等。



四、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现有 58 名专任教师，其中正教授 3名，副教授 23 名，

博士 48 名.此外，还获得校级民商法教学团队、省级思政教学团队立项，形成了

科学合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梯队结构。

在此基础上，本专业会进一步完善教研室、教学团队、课程责任人等基础教

学组织；其次，不定期开展教师培训，邀请专业人士就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板书

技巧，数据库资源的利用等方面为教师提供技术指导并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分享

授课技巧，争取打造具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职业实践能力、拓展能力、继续学

习能力、全局分析能力和国际化能力突出的卓越教师队伍。

五、教学条件

法学院十分重视推行“模拟法庭”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程序掌控能力和司法

职业适应能力。以法学院模拟法庭实验室作为硬件保障，在实践性较强的法学课

程中，全面推进模拟法庭教学。精选真实案例，在专业教师和实务专家共同指导

下，通过生动的模拟环境，促使学生能动学习并正确运用审判程序、证据规则、

法律辩论、庭审技能、具体审判制度以及法律文书写作等职业技能。强化实践教

学环节，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建设优质实践课程，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

自主学习及实践创新能力，将“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落到实处。

法学院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和拓展，本着互利互惠，协同育人的基

本原则与司法实务部门合作成立协同育人基地，迄今为止，与法院、检察院合作

成立的协同育人实践基地有 6个，与律师事务所合作成立的有 8个，与仲裁机构

合作成立的有 5个，与其他非企业法人合作成立的有 3个。经过法学院师生的共

同努力，现获得省级立项的教学实践基地有 2个，校级立项的基地有 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