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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 世纪是一个信息化、技术发展迅速的时代，因此

其对英语人才的综合能力也更加具有多元化，因此在国

际国际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将更加需要注重 ESP 理念的融

入，使得学生能够将外交、经贸、法律、新闻等相关学

科充分融合起来，以此满足人才市场的就业需求。专用

用途英语（即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简称 ESP）方

面的课程，其中涵盖了商务英语、法律英语、新闻英语

等课程。ESP 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将不同领域的内容与英

语知识实现了有机融合，进而更好地培养复合型的涉外

人才。以下将对其具体培养路径进行探究：

一、ESP理论概述

1. ESP 的定义及发展

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即专门用途英语，

为适应学习者的特殊需求而设的英语课程，其中涵盖了

不同种类的旅游英语、法律英语以及科技英语等，旨在

培养学生在一定工作环境下用英语进行工作的交际能力。

ESP 理论将是培养复合型法律英语人才的重要基础，同

时其也将推动语言发展革命。英美等国的应用语言学者

于 20 世纪 60 年代便提出了该教学理论，其主要通过语域

分析、修辞或语篇分析、目标情景分析、技能分析和以

学习为中心五个阶段。其在不同的阶段涉及了语言的结

构特点，同时将语言运用和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也将能

够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的就业岗位需求。

2. ESP 的特点

ESP 学生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学习 ESP 的群

体都是成人，其来自不同的岗位以及工作，但其统一的

性质特点是学习 ESP 理念的人群都已经有过就业经历，

其来自社会的不同岗位和层次。也可能是在校生，包括

大学生，指学大学英语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其中在专业

类型上可以涉及学习外贸、国际金融、国际新闻等内容，

以此在 ESP 理念下将能够更好地增强学生的复合型能力。

其次，ESP 学习者的学习目标是将英语作为一种学习方

法或工具，使之能更好地进行专业学习，其本质在于分

析与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不同需求。

二、ESP是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必由之路

1. 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培养高级法律专业人才是法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当

前，我国已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法学（法律）人才培

养模式，从法律学本科教育为主、法学中专向法学博士

等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但从我国法学教育的整体体系

架构来看，我国的法律人才在培养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知

识面单一、外语摄入内容有限等问题，这将使得法律人

才在国内运用法律条文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但

在与国际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将出现知识薄弱的现象。

尤其在运用外语以及法律知识与外国客户进行洽谈业

务、签定合同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深层了解国际贸易法、

WTO 规则，同时还需要借助流畅、精准的英语表达出

来，进而更好地培养英语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这也

将是广大高校值得重点思考的内容之一。

2. 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基本构成要素

（1）较高的英语水平，这是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的

首要条件。学生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英文法律文件阅读

理解能力，同时还需要掌握流畅的英语应用于与外国同

行进行沟通交流。同时还需要基于法律和英语的综合性

内容参与到办理涉外法律文书以及涉外法律事务谈判等

工作中，以此凸显法律人才的综合性能。

（2）法律基本功扎实。不仅需要对国内的基本法律

内容熟练掌握，同时还需要基工作的需求精准理解国内

外涉外领域相关法律，以便在工作中能够基于 WTO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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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以及国际经贸法律合理地开展授权委托书、传

票、诉状以及判决书的英语写作，由此能够更好地展开

国际法律案件的处理工作。

3. ESP 是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必由之路

司法部门早在《法学教育九五发展规划与 2010 年发

展构想》中就明确指出，“要注重培养高层次、外向型、

职业型、实践型法律人才”，由此实际上也是对现阶段法

律性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而基于 ESP 理念背景

下更加需要充分将法律和英语充分融合，进而更好地强

化学生的双重能力，为实现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目标

搭建桥梁。

（1）将法学与英语相融合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实际

中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在一般法系国家（主要是

英美），律师、法官等在工作中往往使用英语的方式对法

律条文进行列举，其中包括某些词汇、词组或特殊表达

方式时，因此在 ESP 理念背景下通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将

能够更好地理解并运用法律条文进行解决问题。传统的

单一法律以及英语人才也将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的人才知

识结构，因此培养复合型法律英语人才将是熟练、完善

地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首要条件。

（2）ESP 理念把英语和法律联系在一起将能够更好

地提升法律人员的专业性。伴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日益

频繁，法律和英语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对外交往的两

大主题，未来无论与外国客户洽谈业务、签定合同，或

从事法律界法官、律师、仲裁员等法律专业人士，均需

能熟练运用英语和法律知识。因此在 ESP 理念背景下，

法律英语不仅需要重视法律专业知识的传授，同时还需

要注重法律和英语之间系统化的训练，才能够使得学生

更加专业地处理涉外法律业务。

三、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思考

1. 借鉴国外先进法学教育理念和模式

一般而言，法律人才是指具有系统化的法律知识，

并且具备独特的法律思维以及工作实践经验的高级专业

人才，因此在培养的过程中就需要将知识、能力以及素

质三个要素充分结合起来。尤其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法

学教育更加需要注重对国外先进教学方法的引入，使得

学生能够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提升英语能力，进而更

好地培养法律英语复合型人才。

2. 建立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确保法律人才的培养

质量

为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教师自身必须具备扎实的

英语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当前，大学法律英语

的教学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英语专业的教师，以此确

保其能够具备较强的英语交流能力，但是许多英语专业

的教师在法律专业知识方面有些力不从心；另一个法学

专业的教师具有很好的法律基础，但其英语听力和口语

水平较差，不能准确地用英语传授知识。为了培养和培

养高校法律英语师资，法律英语教学需要复合型师资，

通过定期轮训，培养和提高法律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水

平，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证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

养质量。

3. 举行法律英语大赛，提供“练兵”机会

复合法律人才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

通过大量的实践和力量才能更好地强化学生的法律英语

能力。其中可以通过举办法律英语竞赛的方式为学生提

供一个广阔的实践平台，使其能够在学术论文评比、演

讲比赛中深化对法律知识内容的理解，同时也能够将国

内外的法律文献通过英语表达的方式展现出来，以此使

其成为法律英语的复合型人才。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涉外业务的不断增加，在 ESP

理念背景下更加需要注重对法律人才英语能力的提升，

使其能够在多重能力相互融合的基础上顺应法律全球化

的趋势，进而更好地推动法学教育体系变革发展。ESP

理念下的法律英语复合型人才不仅需要强化自身的法律

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强化专用英语的学习效果，进而

使其能够实现两者的充分融合，切实满足现代社会对复

合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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