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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认证模式研究
左金凤

(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102600）

【摘　要】法学专业认证的目标应该是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法学专业认证有三种模式：规范性认证、ISO

管理体系认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法学专业借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认证可衡量、可观察。有利于建立

学院校的 “有序退出机制”，促进评估指标体系的完善。认证有弹性，每个学校可以根据办学特色，制定毕业要

求，能够满足差异化发展。同时避免美国式规范性认证的弊端。课程形成体系，共同完成教学目标——以学生

培养为中心，结果为导向，促进法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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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学专业认证的目的

对于法学专业认证的目的，有两种观点：

1.1 淘汰论

这一种观点认为，进行法学专业认证就是淘汰一

些学校的法学专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

估中心副主任刘坤轮在《以认证与评估制度体系引领

中国法学教育改革》[1] 一文中就持此种观点：“以此

为基础确定退出机制，从而倒逼不符合社会需求的法

学院系退出中国的法学教育体系”。 这个认识的合理

之处在于，目前开办法学专业的高校太多。截止 2020

年 8 月，我国现有 635 所高校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约

占全国高校总量的 50%（据教育部 2020 年 7 月全国研

究生教育大会文件采用的统计，我国现有高校1265所，

其中公办 822，民办 434）。也就是说，中国现有高校

的一半都设有法学专业 [2]。但是撤销某个高校的法学

专业，应该有个依据，而不是由各学校领导决定。例

如 2021 年度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新增备案法学专

业（专业代码 030101K）的学校有 11个，都是二学位；

撤销法学专业（专业代码 030101K）的学校有 3 个，

山西工学院、烟台科技学院、西安石油大学，网上没

有任何关于撤销该专业原因的信息。但是如果这个观

点成立，前提是如何判断“不符合社会需求”？判断

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按照就业率，根据麦可思发布《就

业蓝皮书》，法学专业连续几年被认为就业红牌的专

业。赵万一在《走下神坛 : 美国法学院现状观察》一

书的序言《迷失的法学研究与迷茫的法学教育》[3] 中

看到法学专业的困境：“一方面备受‘社会争议’，

另一方面受‘广大学子青睐’；一方面就业率逐年降低，

另外一方面考生数量节节升高。法学专业办学成本低

和专业设置准入门槛低导致的专业泛滥。”似乎应当

淘汰一些学校的法学专业。

但是法学专业认证如果是淘汰式评估，对很多开

办特色法学专业的高校不公平。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学

校办法学专业，有几种情况：专门政法学校，例如中

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办法学专

业，例如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理工类

高等教育学校办法学专业，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同济

大学等；师范类高等教育学校办法学专业，例如北京

师范大学。这些学校的法学人才模式呈多元化特点，

尤其是理工类高等教育学校的法学专业结合自己高校

的办学特色，突出行业法学的培养。淘汰式评估是一

把尺子衡量，只看结果，忽略教学反思和教学质量的

持续改进。专业认证的方式要适应高等教育市场主体

的多元性和需要的多元性。

1.2 提高论

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过专业认证，促使开办法学

专业的高校满足市场需求，努力持续提高法学专业的

教学质量。

高等教育院校的教学质量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

它是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反思教学，不断提

高。例如工程专业认证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持续

改进原则，提高教育质量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提高，

高等教育才能发展。我国于2016年加入《华盛顿协议》，

目的之一就是提高高等学校工科专业本科教育质量，

成员国之间互相承认颁发的学位证书而不是淘汰某个

高校的工程专业。但是不能持续改进教学质量，没有

认证成功，会渐渐被市场淘汰。

专业认证和淘汰式评估最大的区别就是对教学质

量的认识。如果认为评估教学质量是个静态标准，教

学质量评估有一个统一标准，高等院校的法学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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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培养目标一致，法学专业可以依据2018年颁发《普

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评估，

就可以进行淘汰式评估。 如果认为评估教学质量是个

动态标准，需要回应用人单位的需求，不断调整，教

学质量提高是一个自省、自查和自我提高的过程，《普

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只是

一个符合性标准，需要每个学校依据自己的培养目标，

培养有特色的卓越法律人才。周光礼在《高等教育质

量评估体系的有效性：中国的问题与对策》[4] 指出“这

种有效评估的核心理念实质是提倡一种全面的积极参

与，它要求利益相关者和其他相关人员在评估中处于

平等地位，无论是评估方案的设计、实施、解释还是

最后的结论形成阶段，都要求以政治上完全的平等来

对待他们”。淘汰式评估是把评估者置于高高在上的

地位，人为增大评估压力。

2 认证模式的路径

从目前已经进行的专业认证分析，有以下几种认

证模式可供参考：

2.1 规范性认证

这种认证模式以美国为典型，认证有指标，按照

一定标准进行判定，目的是促进法学院的正规化建设

主要从四项制度建设方面进行评估，即法学院入学资

格考试、三年制学制制度的完善 ( 课程体系和教学方

式 )、法学院教学条件和图书馆设备建设、专任教师

聘任和考核体制。

缺点是提高法学专业设置的准入门槛，“认证程

序的一系列要求增加了法学院的经济负担 ,……认证

程序的要求有效地将一些以 低成本模式建立的法学院

拒之门外”[5]。布赖恩·Z. 塔玛纳哈在《走下神坛 :

美国法学院现状观察》[6] 一书中指出，美国法学认证

没有提高教学质量，反而因为设定的标准，迫使有些

法学院提高学费。US News 的排名指标与 ABA 的官方

认证机制相结合，抑制了法学院的创新与多元化。在

该书中引用蒙大拿州高等法院在 First Professional 

Degree In re Culver案中的两位持异议的法官观点：

没有人能拿出实证数据来表明，ABA 认证标准与法律

教育质量有关系。

2.2 ISO 管理体系认证

ISO 管理体系认证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企业，通过

构建质量管理保障体系，围绕 “以顾客为中心”，制

造出使顾客满意的产品。

在中国，使用该体系认证来保证教学质量，非常

典型的是汕头大学法学院 [7]，该法学院 2007 年 6 月通

过 ISO 管理体系认证。汕头大学法学院制定《质量、

环境管理指标颁布令》，把质量目标分解为教学管理

目标，学生管理目标，行政管理目标。从管理角度，

分析达成目标完成度。并制定《管理手册颁布令》，

并要求严格执行。

这种评价模式，在提升教学质量、规范教学管理、

保障师生权益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产品可以大规

模程序化生产，而人才需要个性化差异性培养。运用

ISO 管理体系认证可能会增加大学的行政负担和经济

成本。过于强调管理体系的建立和维护，反而忽略学

生的需求和发展。

2.3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自 2006 年开始试点，渐渐

成熟，有一套完善的指标和体系。2014 年教育部开始

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自2016中国加入《华盛顿协议》

以后，工程专业认证也就如火如荼在各高校全面推行。

目前高校制定培养方案时，一般按照国家标准的

要求，借鉴其他高校的经验，然后看看自身的教师资源，

以教师能否开设为参考，最后请专家论证，制定培养

方案。这种国家标准 + 教师经验的制定培养，没有指

标可以量化，没有充分考虑课程设计是否满足毕业生

要求。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以结果为导向，密切关注

毕业生反馈，可以扭转高校培养方案制定的盲目性，

不可测量的缺陷，下面详细论述。

3 借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的意义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是一种通过对工程教育质

量的全面评估，来提高工程教育质量和水平的认证模

式。虽然该模式针对的是工程教育，但它所强调的标

准化、规范化和评估化等特点，对于法学专业认证有

借鉴意义。

法学专业借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以学生培

养为中心，结果为导向，可衡量，形成闭环认证，优

点如下：

3.1 认证可衡量、可观察。由于对毕业要求设定

标准，在具体内容上要涵盖相应的指标点，为不同院

校开设的法学专业，虽然各有特色，但是可以统一进

行评估。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

见》，在该意见中提出建立“法学院校畅通有序退出

机制”，而法学专业认证在促进法学教育质量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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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达成该目标，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路径，

有利于建立《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

究的意见》中的“有序退出机制”，促进评估指标体

系的完善。

3.2 认证有弹性，《华盛顿协议》对毕业要求制

定原则性标准，参加认证的学校自己制定培养目标进

行阐释，通过毕业要求具体化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每个学校可以根据办学特色，制定毕业要求，其中“支

撑”标准，要求培养目标要有自己的特色。这就避免

一刀切，各个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源，形成自己的

特色，能够满足差异化发展。同时避免美国式规范性

认证的弊端。

3.3 课程形成体系，共同完成教学目标。

按照认证的要求，培养方案是根据毕业要求制定。

从培养学生毕业能力的角度设置的课程，要求每门课

程完成的教学目标和毕业要求相关，所有课程教学目

标完成后，最后达成培养目标，促使学生达到毕业要求，

在工作以后，反馈是否培养目标符合社会发展，课程

设计是否合理。以毕业生反馈为抓手，促进教学反思，

持续改进教育质量。

每门课程的课程目标是与培养目标相关联，课程

之间形成的体系的内在联系是在与培养目标的贡献度

中形成的。表面上，按照教育部的规定，1998 年法学

本科有 14 门核心课程，2007 年改为 16 门核心课程，

2020 年以后调整为“1+10+N（X）”课程。这只是规

定的课程目录，并没有形成课程体系，课程之间是独

立的，但是任课教师不能从自己学校的专业特色角度，

提出课程目标。而采取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以课

程体系为出发点，促进教育质量。杜焕芳在《如何破

解法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8] 中提出“牢牢抓

住法学教育质量提升这个牛鼻子，以课程体系为抓手

推进法学教育迭代升级”。

法学专业认证作为一种新兴的认证体系，在国内

尚处于起步阶段。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为法学教育认证提供参考，并且需要结合法学

本身的特点进行创新和发展，形成适合法学教育的认

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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