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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法科”建设

来源：法治⽇报  发布时间：2021-11-10 09:55

　　叶⻘ （华东政法⼤学校⻓、华东政法⼤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主任、教授）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族伟⼤复兴时代要求应运⽽⽣的 ⼤理论创新成果，是⻢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

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的 要组成部分，是全⾯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动指南。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科学系统，为“新法科”建设指明了⽅向。推进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法科”建设，政法院校应把习近平

法治思想贯穿于学科建设全过程，关键要做到以下⼏点：

　　⼀是要加快推动中国特⾊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构建

　　⼤⼒推动传统法学学科转型升级和新兴学科的原始创新。⼀⽅⾯，随着中国特⾊社会主义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盾发⽣了新

变化，法治建设进程⼤⼤加快，宪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国际法、社会法等传统法学分⽀学科已明显出现了研究内容滞后于

时代发展、⽆法满⾜社会发展新需求，研究范式传统⽼旧、过度依赖并受限于⻄⽅法学理论等问题。作为法学学科体系“压舱⽯”的

传统基础学科，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开启转型升级之路。另⼀⽅⾯，⾯对社会发展和法治实践中产⽣的新问题和新需求，政法

院校应第⼀时间关注到知识产权和科技法、监察法、国家安全法、公共卫⽣法等新部⻔法的成⻓，及时将新鲜⾎液引⼊法学学科体

系。

　　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来搞法治。法治是⼈类⽂明的 要成果之⼀，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

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

持以我为主、为我所⽤，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化’，不能搞‘全⾯移植’，不能照搬照抄。”构建中国特⾊社会主义法

学学科体系，应完成从⻄⽅话语体系主导到中国话语体系主导的转变。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决摒弃做⻄⽅理论“搬运

⼯”的做法，对世界上的法治⽂明成果既要吸收借鉴，⼜要⽴⾜中国、以我为主，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的建设需求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和转化。要处理好古今关系，既要传承中华法系的精华，也要挖掘历史，批判扬弃，把握当

代。⼒求研究内容出新、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思维⾰新、研究⽅法创新，使中国特⾊成为我国法学学科体系的实质内涵，最终实现

对中国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成就有中国特⾊、中国⻛格、中国⽓派的“新法科”。

　　⼆是要在涉外法治领域全⾯服务党和国家⼯作⼤局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全⽅

位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带⼀路”合作倡议的深⼊实施，中国企业和公⺠“⾛出去”步伐加快，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对外投资

合作领域逐步拓展，海外活动和由此⽽来的法律关系⼏乎遍布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完善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对解决关系国家政治

经济安全发展的⼀系列“卡脖⼦”问题具有 ⼤的现实意义。

　　要进⼀步加⼤学科建设的对外开放⼒度，通过共建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共同举办⾼⽔平国际学术会议、拓展同海外著名⾼校的

联系合作等举措，不断深化中外法学教育资源融通交流，扩⼤法学学科国际视 ，增强全球意识。⼒求站在“⼀带⼀路”建设前沿、

中美贸易争端前线，参与国际法治对话，协同设⽴并解决全球治理议题，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加快应对外国制裁，斩断“⻓

臂管辖”，服务 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法，为提升我国在国际法治事务和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作出“新法科”

的积极贡献。

　　要尽快建⽴起⼀⽀具有国际前沿法学理论知识和创新成果，紧跟时代和世界发展趋势，能够及时服务国家外交、经贸、⾦融、

⽂化、⽣态等服务“⾛出去”战略需要的涉外法治研究“国家队”。既可通过⿎励现有的法学⻣⼲教师参与海外学习、业务进修、学术

交流等活动，强化其教育教学的国际化理念，扩宽其教育教学的国际化视 ，使之具备国际化师资⽔平；亦可利⽤多种渠道包括聘

请兼职教授、⻓短期外国专家教授，与国外研究机构、国际组织、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型跨国公司等进⾏国际项⽬的合作研

究与共事、举办短期专题培训班等，引进世界⼀流法学法律专家学者到国内法学院校从事教学、科研⼯作，以此提⾼培养⾼素质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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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法治⼈才队伍的专业⽔平和教学能⼒，在国际法学研究舞台上积极发出中国声⾳。

　　三是要积极回应科技⾰命对法治中国建设提出的新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依法治⽹作为基础性⼿段，继续加快制定完善互联⽹领域法律法规，推动依法管⽹、依法办⽹、依法

上⽹，确保互联⽹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信息时代产⽣了⽹络攻击、⽹络犯罪、算法侵权、数据垄断、⼤数据杀熟等⼤ 新问

题，⼈⼯智能给世界秩序和⼈类和平带来了新威胁，社会舆论尤其是⾃媒体⼲预诱发政治操纵，这些问题都在给传统的法治模式带

来颠覆性的影响。这是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巨⼤挑战，同时也是中国法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宝贵机遇。

　　要着⼒推动法学学科与哲社学科，尤其是⾃然科学学科的交叉融通。区块链、⼈⼯智能、⼤数据、物联⽹、⽣物基因等新兴业

态均呈现出⼀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跨界”和“共享”。在新⼀轮科技⾰命和产业变⾰的⼤背景下，法学研究⾯临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成

为⾼度融合的、与多个学科领域相关的综合性问题。譬如，加强互联⽹平台反垄断监管已成为当下的热⻔话题。2020年反垄断法启

动修改，将互联⽹⾏业纳⼊其调整范围内，随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援引反垄断法对互联⽹巨头们开出了第⼀张“罚单”。2021

年，国家出台了⾸部针对互联⽹平台的反垄断指南。如何进⼀步加强⽹络治理能⼒，为互联⽹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法学学科显

然不能单兵作战。要加强问题意识，主动加⼤法学学科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应⽤数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协同攻关⼒

度，开发“新法科”课程群，建设“跨界”的新法学专业，如计算法学、智能法学、科技伦理法学等。不管是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间、

还是法学学科下的⼦学科间，都应打破壁垒，突破惯性思维束缚，从服务和适应新科技⾰命的需求出发， 构法学学科体系是“新法

科”建设的题中之义。

　　要善于利⽤最新科技引⼊新的法学研究范式。运⽤⼈⼯智能、⼤数据技术分析等新兴科技来研究和解决法学问题的计算法学⽅

法是具有多学科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法。作为传统法学研究⽅法的 要补充，其可实现海 法律数据的⾃动化处理，为法学研究提

供更为⼴阔和多元的研究视⻆和⽅法。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泛运⽤于法学研究之中，将赋予法学这⼀世界上最古⽼的学科以新的

活⼒，开创中国法学学科发展新局⾯。

　　建设“新法科”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盾变化的客观需要，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场正在兴起的法学教育领域“⾰

命”。“新法科”建设任 道远。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加快推动“新法科”建设，对推动我国全⾯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具有

深远意义。

　　相关链接： 

　　⻢怀德：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的 要依托 

　　付⼦堂：新时代⻢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新⻜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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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坚持党的领导擘画法治中国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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