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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引领下

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成果报告

一、成果简介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法商融合，公平效率的市

场经济社会呼唤法商人才，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具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商人才。我国《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

发展的意见》和《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

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为目标。随

着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诞生，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亟需跨学

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

成果进行了十七年的探索与实践，经历分为三个阶段：①2003

—2014 年理论探索与形成阶段。民商法学为浙江工商大学校级重点

学科，2003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针对商科院校创新创业改革需求，

教授团队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通过教学、科研和实践提出并建构了复

合型高层次创新创业法商人才培养模式，并以法学院为试点，修订人

才培养计划，设计并推行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方案；②2015—2019

年模式全面构建与完善阶段。总结教学改革成果，细化组织架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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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流程、师资队伍等关键要素，不断完善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模式；

③2020 年至今检验推广阶段。大范围推广实施复合型高层次法商人

才培养新模式，成效显著。

（一）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1．研究生人才培养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契合度不高

研究生任课教师大多只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高学历人才而无跨

学科教育或培训经历和知识的积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单向“填鸭

式”的理论教学方法不适应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要求；教学环节固化，

缺少职业价值伦理浸透，难以重塑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现有研究生人

才培养理念必须转变为专业理论教育和思政教育相融的培养理念。国

际形势日益复杂，研究生人才培养理念应该以立德树人、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为主线，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

2．研究生人才培养法商跨学科交融“两张皮”

法学院研究生任课教师大多是只受过单一法学专业理论训练的

高学历人才而无跨学科教育或培训经历和知识的积累，研究生人才培

养受教师教育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影响，导致研究生人才培养过程中法

商跨学科交融“两张皮”。随着新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对交叉学科人

才需求的不断提升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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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人才培养课程内容应该以培养具有法商融合思维并引领市场

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为主线，打破我国学科专业目录长久以来试

图扶植的体系化、秩序化的知识体系及其所造成的专业壁垒与学科障

碍，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瞄准科技前沿、国家战略前沿的法商融合跨

学科发展框架。

3．研究生人才培养理论教学和实践创新“两张皮”

研究生任课教师基本是刚毕业的博士或高级人才，很少从事实务

导致教师实践经验不足，教师在研究生人才培养中仍是单向“填鸭式”

的理论教学和学术训练而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训练不足。课程体系中

各课程实践创新环节分离，培养过程中缺少实践创新能力训练，难以

做到法商跨学科知识点联动，难以构建有效的“实践创新”培养体系；

缺乏学生和企业的联动机制，研究生人才培养过程不能形成良性互动

的实践创新能力训练环节，难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难以

有效训练和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商事纠纷问题的能力。

（二）成果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方法

1．价值引领，通过专任教师和实务精英进课堂以价值引领专业

教学进而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

我国《民法典》第 1条规定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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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专业教育内容，针对研究生人才培养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契合度

不高的问题,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的职

业价值备选库，通过专任教师和一线实务精英进课堂讲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实务中的价值衡平功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研究生

培养相互交融，解决研究生人才培养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契合度不高

的问题。

2．法商融合，通过开设法商融合系列课程和企业调查将法律和

商事（经济）等双重专业知识融入研究生培养

法商融合不是“两张皮”拼凑，法商融合是创新融合、学科交叉、

学科创新、自成体系。成果利用学校商科优势，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中

坚持立德树人，融入课程思政，同时开设法商融合系列课程（如商法

基本理论、商事主体法、破产法、证券期货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由法律和经济双重教育培训经历和企业管理专业教师授课，然后学生

到企业实践调查了解企业法律服务需求和遇到的纠纷情况，将法商双

重专业知识和实践深度融入课程内容和教学实践，培养学生商事思维

和法律思维，注重学生实践创新训练，实现法商融合。

3．实践创新，校外实务导师和校内专业教师双向交流或兼职解

决研究生人才培养理论教学和实践创新“两张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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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研究生人才培养教学内容缺乏实践创新能力训练的问题，成

果探索了三种实践创新能力训练机制：一是以“法学院校友会”和“企

业家校友会”为依托，聘请资深律师（法官）或企业家为行业实务导

师或兼职教师，参与教学或开展讲座，指导学生实践活动；二是委派

教师到法院或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挂职或兼职，联结教学与法商实

务，丰富教师的专业实务知识，为培养高层次法商人才奠定基础；三

是通过学院建立的 50多家校外实践基地和聘请的 70多位实务导师，

定期组织学生到校外实践基地实习，在实务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包括法

院、企业或律所实习、审核合同等工作在内的实践教学，加强学生的

实践创新。

（三）成果的创新点

1．培养理念创新：提出并构建了“价值引领+法商融合+实践创

新”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新理念

回应新时代对高层次法商人才提出的新要求，研究生教育应对时

代发展作出回应，在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中提出并构建了“价值引领

+法商融合+实践创新”新理念。（见图 1）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以培养具有法商融合思维和实践创新精神的高层次法商人

才为目标，积极探索并构建了新时代背景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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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引领+法商融合+实践创新”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新理念。该理

念主张将学生培养成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兼具法律思

维和商事思维的实践创新型高层次法商人才，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

社会。

培养理念创新（图 1）

2．培养模式创新：构建了商科院校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与职业

技能养成深度融合的培养新模式

以“价值引领+法商融合+实践创新”教学理念为指导，以培养具

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商科院校高层次法商人才为目标，构建了法

商融合的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与职业技能养成深度融合的教学新模

式。成果将法律、商事（经济）双重教学内容和实践深度融入课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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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设置“商法”方向，开设了法商融合系列课程（如商法基本

理论、商事主体法、破产法、证券期货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培

养学生商事思维和法律思维。借助人工智能，依托五个主线环节，构

建了法商融合的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 ACCTE模式（见图 2），实现实

践创新的法商跨学科交融，为高层次法商人才教学注入新内涵。“A”

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控（Administrator）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第 1 个“C”指法商融合系列课程（Class）赋能：基

于“价值引领+法商融合”教学理念的多类型、高质量、大体量课程

矩阵；第 2 个“C”及“T”指两大环境联动：校内实践场景(Campus

Practice)与校外实习基地(Training Base)实现校内商科法律人才职业

技能实训与校外基地实习实际需求无缝对接；“E”指双向多维评价

（Evaluation）调节：实现校内与校外、课堂与实践、教师与学生双

向多维评价，有效调节法科研究生实践方法和实践内容，强化商事法

律实习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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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 ACCTE模式（图 2）

3．实践模式创新：创建了“理论教学、实践调查、学生科研”

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的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实践创新模式

依托学校商科办学优势，以“教学、实践、科研”为主线，利用

学院拥有的国家级、省部级重大人才教学教育培养基地和科研平台，

以“法学院校友会”和“企业家校友会”为依托，通过学院建立的

50多家校外实践基地和 70多位实务导师联结教学与实务。在课堂教

学之后，让学生深入企业调查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和遇到的常见法律

问题，学生带着企业需求和问题回到课堂进行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

加深理论学习，形成了“理论教学、实践调查、学生科研”三位一体

的良性循环的高层次法商人才培养实践模式。（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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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模式（图 3）

该模式探索的重点在于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实践调查、学生

科研”三者的关系。理论教学是核心，一方面理论教学指导学生到企

业实践调查了解企业遇到的常见法律问题，问题引导学生搞科研，科

研成果又可以提升理论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学生实践调查又可以充实

理论教学进而促进学生科研，科研成果服务于实践，解决企业的法律

问题。

（四）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1）学生社会反响好，毕业论文抽检、各类论坛征文获奖、就

业率与工作创业表现突出。

浙江省论文抽检 2016 年以来，学术型研究生抽检 10篇论文，优

良率百分之百；学生在法商类论坛征文大赛中获奖近 100 项、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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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60余篇、完成课题 50余项，民商法类研究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100%，学院全体研究生的就业率在 94%以上，多数毕业生成为单位领

导、业务骨干、先进个人、公司副总裁或董秘。

（2）得到有关学校和单位的关注和广大企业管理人员的肯定，

辐射面广。

多家单位来学院交流研究生人才培养、实务导师等事宜，学院连

续十一届承办省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赛，举办全国性法商理论创新

创业学术会议和研究生论坛八十多场次，团队教师老师为企业提供法

律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为各类企业讲授《民法典》80多场，某多年

参加浙江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月”和为中小企业宣讲《中小企业促

进法》100 多场，为全国及多省市企业管理人员线上线下开设法商专

题讲座六十余场，五十万余名企业家学员受益。成果得到律师事务所、

学校等多家单位媒体和网站的宣传报道而受到关注。

（3）“法商融合、实践创新”成效显著。

团队师生完成省法学会“法商融合”重点调研课题“企业法务

帮”，调研成果成为浙江省开发全国首家中小企业“一站式”法律服

务平台的基础；团队师生完成的浙江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共享经济视

域下侵权法适用路径研究》和中共浙江省政法委、法学会重点课题《浙

申
请
材
料

 未
经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11

江省共享经济利益平衡法律机制研究》，是教学团队成果推广应用的

两大重要成果，研究报告相关内容得到了多方认可；齐梓淳的实践成

果《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机制研究》获得 2022 年浙江省专

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

（4）教学成果丰富，影响广泛。

老师完成“法商融合”类著作 10部、“法商融合”类教改课题

9项（其中省级 3 项）、发表教改论文 10 余篇、在中国中文核心期

刊发文 2篇、《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收录 1 篇；其中《论中国法学教

育的现代化》（英文）获得全国法律英语大赛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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