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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面向外国 学 生 的 中 国 法 硕 士 项 目 有 着 很 大 的 发 展 潜 力，但 由 于 各 种 原 因 又 面

临发展困境。美国法学院很早就有类似项目的设置，通过与美国法学院的法律硕士项目的比较与分析，在 课

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改进，从国家、学校和学生三个角度加以审视，确立该项目的正确 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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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法律也在国际

上受到了关 注，产 生 了 学 习 中 国 法 律 的 市 场 需 求。

传统上高校法学院将留学生纳入既有的本科和研究

生培养体系，这要求留学生达到一定的中文水平，语
言的障碍限制了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当前一些高校

法学院仿效美国法学院的法律硕士ＬＬ．Ｍ．（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Ｌａｗｓ）项目，设置面向外国学生的全英文授 课 中

国法硕士项目（ＬＬ．Ｍ．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ｗ，以
下简称中国法硕士项目）。① 以全英文授课为外国学

生学习中国法律带来了方便，拓展了学生群体，具有

极大发展潜力。这一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实施一个

学校法学院的国际化战略，而且关乎到中国法律“走
出去”战略，甚至对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都有着

较深刻的影响。［１］笔者试图将中国法硕士项目与美

国法学院的项目进行比较，尝试对其提出改进建议。

一、中国法硕士项目的现状及困境

我国法学院开设中国法硕士项目，尚在初始发

展阶段。② 中国法硕士项目学制一般为两年，第一学

年主要是课堂教学，第二学年主要是调研实习与论

文写作。③ 学院专门为这些学生开设全英文课程，包

括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从中国法硕士专业课程设

置来看，主要为中国民商法、经济法以及国际法领域

的课程。具 体 课 程 各 个 学 校 根 据 师 资 情 况 有 所 差

异。开设中国法硕士项目的法学院之所以不约而同

地选择了这些课程，是由这些课程的自身特点决定

的。这些课程涉及的法律制度或者与英美法相近，

有些法律制度主要是移植美国法的成果，或者以国

际公约、条约为基础，受到法律文化和传统差异的影

响较小，中文专业词汇一般可以找到大致相当的英

文词汇，能够较为准确地互译，方便以英文讲授，与

这些法律制度相关的翻译成英文的法规、案例资料

数量较大，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的课堂讨论材料和

课后阅读材料较为丰富。从师资来看，主要为具有

中国法学专业教育背景，又在国外法学院获得学位

或进修的教师。这些教师谙熟中国法律、专业英文

基础好，可以胜任以英语教授中国法律的任务。学

生的录取条件为要求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和英语基

础。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或具有法律工作经验是录取

必备条件或优先考虑条件。④

中国法硕士项目处于起步阶段，也面临一定的



困境，这样的困境和项目的特点有关。［２］首 先，对 参

加项目的学生而言，课程的选择非常有限。囿于师

资力量，该项目能够开设的课程较少，往往是量体裁

衣、看菜吃饭，哪些教师具备用英语讲课的能力、此

前曾经承担过双语或全英语教学，则以此教师的法

学专业背景开设相关课程。专业课程开设的随意性

较大，无法满足全部教学计划的要求，更无法满足学

生全面学习中国法律的要求。另外，由于语言的障

碍，法学院的其他课程和学校其他学院的课程也无

法向这些学生开放，丰富的校内或校外资源也难以

为这些学生所利用。因此，学习效率会受到影响。⑤

其次，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法，可能存在无法深入、准

确学习中国法律的问题。中国法硕士项目不是以中

文而是以英文教授中国法律，这就可能存在中国法

律的概念和原则难以用英文准确表达的问题，需要

教师具有娴熟的语言能力和法律专业知识，通过课

堂的讲解，使 学 生 能 够 理 解 中 国 法 律 的 特 殊 表 达。
这不仅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同时

也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在目前

状态下，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并不能达到这一要求，造
成教师的畏难心理和学生的不满情绪，对此项目的

招生和未来发展产生影响。最后，该项目的就业前

景不甚明朗。目前外国学生获得中国法硕士学位，
并不能取得参加中国国家司法考试的资格，也不能

从事中国法律事务，所以对学生的吸引力不足。

二、与美国法学院ＬＬＭ项目的比较

美国法学教育 为 研 究 生 教 育，核 心 是ＪＤ（Ｊｕｒｉｓ
Ｄｏｃｔｏｒ）项目，通常 为 三 年 制 的 研 究 生 学 位 教 育，其

目标是培养法律职业人。目标群体主要是美国本国

学生，学生在取 得ＪＤ 学 位 后 可 以 申 请 参 加 州 的 律

师执 业 考 试，取 得 律 师 执 业 资 格。［３］［４］ＬＬ．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Ｌａｗｓ）即法律硕士学位是为美国执业律

师和寻求在 美 国 执 业 的 外 国 律 师 设 置 的。⑥ 各 个 法

学院自行决定ＬＬ．Ｍ．项目的课程设置，以及入学和

学位取得要 求。ＬＬ．Ｍ．项 目 按 其 课 程 设 置 可 以 分

为无专业方向的ＬＬ．Ｍ．项目和有专业方向的ＬＬ．
Ｍ．项目，如税法、知识产权法、保险法等。

（一）课程设置

从课程设置来看，美国法学院充分利用了既有

的教学资源，专门为ＬＬ．Ｍ．学生开设的 课 程 不 多，
节约了项目开设成本。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为例，专门为ＬＬ．Ｍ．学生开设的必修课程有介绍普

通法和美国司法制度的美国法介绍课程，以及法律

检索和法律写作课程，选修课程包括美国宪法和美

国合同法。学生主要是从法学院提供的众多课程中

选择课程，很多课程都是ＬＬ．Ｍ．学生和ＪＤ学生一

起上。学生还可以选修其他学院的课程，或者到其

他合作学校 的 法 学 院 选 择 课 程，学 校 也 承 认 学 分。

ＬＬ．Ｍ．项目 招 生 规 模，因 各 个 学 校 的 办 学 思 路 而

异，从几十人到几百人都有。而中国法硕士项目由

于采用全英文授课，难以利用法学院的现有教学资

源。课程都是专门为该项目开设，存在项目开设成

本高的问题，且 因 为 属 于 初 创 阶 段，申 请 的 学 生 较

少，一般为几人至几十人。⑦

美国法学院ＬＬ．Ｍ．项目专门 为 项 目 学 生 开 设

的课程不多，这些专门开设的课程也无需单独开发

教材，在现有教材基础上稍加调整就可以适应ＬＬ．
Ｍ．学生的需要。而对中国法硕士项目而言，目前国

内并没有系统的中国法全英语或英汉对照教材，无

法就地取材，需要专门开发全套的课程教材。这就

进一步增加了项目开设成本，对教师的时间、精力投

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国法学院ＬＬ．Ｍ．项目是以 本 国 语 言 教 授 本

国法律，而中国法硕士项目则是以英语教授中国法

律。这就存在中国法律的概念和原则难以用英文准

确表达，无法深入、准确学习中国法律的问题。如前

所述，为了减少中美法律文化和传统差异的影响，该
项目主要设置的是中国民商法、经济法以及国际法

领域的课程，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就业前景

ＬＬ．Ｍ．项 目 吸 引 外 国 学 生 之 处 在 于，第 一，入

学门槛低，只要在本国取得法学本科学位，托福考试

达到一定分数就可申请，有些学校要求有一定工作

经验。第二，时间短，一般通过一学年的学习即可取

得学 位。第 三，可 以 考 取 律 师 执 照，学 生 取 得ＬＬ．
Ｍ．学位后可以获得参加美国一些 州，如 纽 约 州、加

利福尼亚州律师执业考试的资格，获取该州的律师

执照。第四，有些学校为ＬＬ．Ｍ．的优秀学生提供转

入ＪＤ项目的机会，取得ＪＤ学位后在美国谋职的机

会大大增 加。美 国 法 学 院 尤 其 是 一 些 名 校 的ＬＬ．
Ｍ．项目，外国学生趋之若 鹜。其 目 的 主 要 有 两 类，
一类是寻求在美国的工作机会，另一类是为了回国

后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获得美国学位，拿到律师

执照就取 得 了 在 美 国 求 职 的 敲 门 砖。学 生 在 取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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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Ｍ．学位后可以选择在美国实习一年，借此机会

在美国寻找工作。对回国的学生而言，美国学位、律
师执照，以及实习经历都为职位提升增加了砝码。

外国学生在美国法学院获 得ＬＬ．Ｍ．学 位 后 可

以参加美国一些州的律师执业考试，取得该州律师

执照。而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有待开放。取得中国

律师资格需要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而参加国家司法

考试的报名条件之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这就意味着目前外国人无法取得中国的律师资格。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

师也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这就意味着外国学生

获得中国法硕士学位，并不能取得参加中国国家司

法考试的资格，也不能从事中国法律事务。外国企

业和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涉及和中国有关的法律事务

时，需要与中国律师事务所合作。外国学生通过中

国法硕士项目的学习，建立对中国法律的基本了解，
可以胜任与中国律师事务所联络沟通的工作。

三、改进中国法项目的思考

（一）增加课程设置的灵活性

中国法硕士项目以中国民商法、经济法以及国

际法领域的课程为主。在具体课程的选择上，要对

师资和教学内容进行认真论证。在此之外可以考虑

仿效美国ＬＬ．Ｍ．项目，开设关于中国法和中国法司

法制度的中国法介绍课程。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
外国学生首先可以建立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整体性认

识，对没有单独开设的一些课程如中国法制史、行政

和行政诉讼法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学等课程有一

些概括性了解，其次可以了解中国民商法、经济法以

及国际法这些主要课程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从而更好地学习这些课程。
目前中国法学院开设的中国法硕士项目都大同

小异，缺乏特色。今后可以考虑在无专业方向的中

国法硕士项目基础上发展有专业方向的中国法硕士

项目。结合每个法学院的专长和具体师资，设立反

映自己法学院特点的中国法硕士项目，为外国学生

提供更多的选择，这也可以增加中国法硕士项目的

整体吸引力。
（二）丰富教学内容

中国法硕士项目课程教学内容存在的一个普遍

问题是，课 程 深 度 较 中 文 授 课 的 同 类 课 程 大 大 降

低。［５］原因之一是从事中国法硕士项目教学的师资

水平差强人意，能够真正以外语为授课语言的教师

为数不多，教师驾驭外语的能力有限，无法准确深入

地传授相关理论，从而无法达到课程预设的深度与

广度。［６］原因之二是一些教师对于中国法硕士项目

教学课程投入的精力不足，没有充分占有前沿和经

典的教学资料，满足于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简单介绍。
原因之三是学生课前准备不足，课上不能紧跟教师

思路，无法与教师展开深入讨论。中国法硕士项目

课程属于专业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传授专业知识，
如果教学内容不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则丧失了课程

的基本价值。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在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执行较高的教学师资准入标准，并鼓励教师

通过海外进修和学习进一步提高专业外语水平。［７］

其次，对于申请开设的课程进行充分论证，对于已开

设的课程定期检查，督促教师授课达到课程应有的

深度。再次，采取多种措施如每节课事先安排若干

学生重点进行课前准备，并在课上做主要发言；将课

前准备与课堂参与讨论表现作为考核部分，促使学

生课前认真准备，实现预设教学效果。［８］

在具体的课程教授上，鉴于学生是以从事实务

工作为目标，因此应该让学生多接触实务中的法律

文件，包括法律条文、法院判决书、各类商事合同、商
事组织文件等。［９］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实务法律文

件中应该把对法律条文的学习放在首位。法律条文

的学习，以相关法律的英文版为主。这样做的原因

在于相关法律的英文版相对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较为容易获得，且通常有官方翻译版本，较为准确。
结合法律条文的学习，引入相关典型案例，使学生可

以了解法律条文在实践中的应用。学习法院的判决

书，可以借鉴英美法的判例分析方法，将判决书内容

划分为事实、争议点、法官的论证理由、结论和判决

五个部分，由学生尝试按照这五个部分撰写判决简

介，在此基 础 上 深 入 了 解 法 官 对 法 律 条 文 的 理 解。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注重学生准确概括争议点，理清

法官论证层次能力的培养。商事合同、商事组织文

件的审查和起草是涉外法律业务的重要内容。对商

事合同、商事组织文件文本模板的学习旨在熟悉这

些法律文件的结构，了解各项条款的含义和法律后

果，并掌握一般条款的写法，为起草商事合同和商事

组织文件进行准备。笔者认为对于典型类型法律实

务文件的学习，应按照法律条文、判决书、各类商事

合同、商事组织文件这一顺序，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学生的应用能力。［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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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进教学方法

参加中国法硕士项目的学生主要接受的是欧美

教育，上课比较积极主动，乐于提问和进行讨论。这

就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及时解决学生的疑问，并

将有价值的问题与授课的重点相结合，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 且 适 应 专 门 英 语 教 学 的 特 征。［１１］还 要

抓住学生热衷讨论的特点，在介绍法律基本概念和

理论的基础上，以案例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为切入

点，在授课过程中组织若干次小的讨论，并采用比较

的方法，请学生根据自己国家的法律谈谈该案例或

实践问题如何处理，并分析哪种制度设计更为合理。
这样可以鼓励学生的主动参与，并实现授课节奏的

张弛有度。［１２］

重视英文阅读资料的提供。这些学生基于以往

的学习模式，往往习惯于阅读大量资料，为此授课教

师应为学生精心准备丰富的英文阅读资料，阅读资

料应反映相关领域的全貌，以及前沿研究成果，以方

便学生进行延伸阅读，对相关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的

学习。［１３］

四、中国法硕士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对中国

的关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法律产生浓

厚兴趣，因而中国法硕士项目的吸引力也会进一步

增强，在将来有望具备与美国法学院ＬＬ．Ｍ．项目竞

争生源的实力。⑧

在美国法学教育中，为外国学生提供学习美国

法律机会的主要是ＬＬ．Ｍ．项目。该项目 也 成 为 美

国法学院的重要收入来源。同时ＬＬ．Ｍ．学 生 中 不

乏各国政界、商界精英，掌握着本国的话语权，通过

这一途径，美国向各国输出其政治法律理念，并对这

些国家产生 深 刻 的 影 响。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说，ＬＬ．
Ｍ．项目是美国人文外交的延伸。国 家 输 出 了 其 思

想价值观，学校获得可观收入并拓展了校友资源，实
现了国家和学校的双赢。

中国法硕士项目的价值何在呢，对国家而言有

助于拓展熟悉中国法律的人群，增加中国法在涉外

商事交易中的适用机会，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影响，
对于学校而言可以扩大自身在国外的影响，在招生

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也可以带来良好的收益，对
于学生而言，其价值应该在于为学生创造了更好的

就业前景，选择申请中国法硕士项目的学生都是看

好中国的市场，有些想在中国寻求工作机会，有些是

希望与中国加强联系，吸引在其母国投资的中国客

户，以及其母国欲开拓中国业务的客户。
从实施中国法律“走出去”战略的角度，国家应

该对中国法硕士项目进行扶持，包括为中国法全英

文教材的编写提供资金支持，为参加项目的学生提

供一定的奖学金等。全国现有６００多个法学院，这

些法学院一哄而上设立中国法硕士项目并不可取。
而应该本着名校策略，鼓励对外交往发达地区的国

内知名法学院开设中国法硕士项目。这些学校在国

外法学院获得学位或进修的教师较多，有相应的师

资，可以确保项目的教学质量，生源也有一定保证。
中国法硕士项目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应有意

识扩大招生规模，提高项目的影响力。法学院应挖

掘教学资源，与学校其他提供全英语研究生课程的

学院合作，进而与其他学校的法学院合作，允许互选

课程，并相互承认学分，扩大学生的选课范围。开设

中国法硕士项目的法学院之间可以在就互选课程进

行合作的基础上，推动项目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提高

教学质量。并可根据各个法学院的不同优势，合作

编写中国法全英文教材，这样既可以降低教材编写

的成本，又可以提升教材的品质。
基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现状，外国学生尚无

法通过学习中国法硕士项目取得参加中国司法考试

的资格，也无法从事中国法律业务，但在中国本土获

得法律学位毕竟为进入中国市场、开拓相关中国业

务增加了机会。因此，中国法硕士项目要特别重视

项目与市场的衔接，通过聘请实务部门人士担任授

课教师，为学生提供高端的实习机会等方式，帮助学

生接触和开拓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

进一步 开 放，中 国 法 硕 士 项 目 的 吸 引 力 还 会 不 断

增强。

注释：

①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都开设了这一项目。

②根据清华大学中国法硕士项目的介绍，清华大学于２００５年在国内开设首个中国法硕士项目。

③清华大学的中国法硕士项目学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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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例如，北京大学要求申请的学生已经获得法学学士学 位，或 者 获 得 非 法 律 学 士 学 位 且 有 从 事 与 法 律 相 关 工 作 的 经 验，清 华

大学要求申请的学生已经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或者具有律师执业资格，人民大学要求申请的学生已获得学士学位并优先考

虑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学生。

⑤人民大学法学院尝试将法学院的其他课程向中国法硕士项目学生开放，但实际上也仅限于全英文授课的课程。

⑥经美国律师协会认证的法学院，在确保开设ＬＬ．Ｍ．项目不会影响其ＪＤ（Ｊｕｒｉｓ　Ｄｏｃｔｏｒ）项目质量的前提下，事先取得协会的

默许，可启动ＬＬ．Ｍ．项目。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ｒ．ｏｒｇ／ｇｒｏｕｐｓ／ｌｅｇ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ｌｍ－ｄｅｇｒｅｅｓ＿ｐｏｓｔ＿ｊ＿ｄ＿ｎｏｎ＿

ｊ＿ｄ．ｈｔｍｌ。

⑦北京大学的招生信息中说明，中国法硕士项目２０１３年 招 生 人 数 不 超 过３０名。见ｈｔｔｐ：／／ｅｎ．ｌａｗ．ｐｋｕ．ｅｄｕ．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ｎｅ．

ａｓｐ？ＭＩＤ＝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６２４７８８８＆ＭｅｎｕＩｄ＝２００９１１２４１９０５４１＆ｍｅｎｕｎａｍ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人民大学２０１１年中国法硕士项目招

收了８名学生。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ｗ．ｒｕｃ．ｅｄｕ．ｃｎ／ｃｏｍｍｕ／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３８６９。

⑧中国法 硕 士 项 目 的 学 费 一 般 为１４～１６万 人 民 币，与 美 国 名 校 法 学 院ＬＬ．Ｍ．项 目４、５万 美 元 的 学 费 比 较 有 价 格 方 面 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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