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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东盟的实践型数字法治人才的培养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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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全球化贸易体系的变局，中国—东盟贸易伙

伴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东盟亦在数字经济领域加强合作关系，以期构通过建立健康、

有序的数字生态，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时代法学教育改革的要求培养数字法

治人才。在上述三重背景下，面向东盟的数字法治人才培养成为现实的需求。传统法学教育模

式在语言能力、技术素养、区域法律知识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亟需构建“数字+东盟+法律”

三位一体的面向东盟的数字法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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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China ASE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trade system,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ASEAN trade partnership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hina
ASEAN is also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a
healthy and orderly digital ecosystem to achiev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form of leg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re to cultivate digital legal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bove three factors,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legal talents for ASEAN has become a
realistic demand. The traditional legal education model has significant shortcomings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chnical literacy, regional legal knowledge, etc. It is urgent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or digital rule of law oriented towards ASEAN, which integrates "digital+ASEA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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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向东盟的数字法治人才培养具有现实需求

1.1 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深化催生面向东盟的涉外法律

人才需求增加

2002年 11月 4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贸区自由贸易区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CAFTA）建设正式启动。

2010年 1月 1日，拥有 19亿人口、GDP接近 6万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正式建立。2024年 10 月 10日，中国与东盟十

国宣布实质性结束中国—东盟自贸区 3.0版谈判，发表了《关

于实质性结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升级谈判的联合声

明》，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版有助于持续应对

新挑战，反映了现代贸易实践，将为各方带来新机遇。自贸

区 3.0版将在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

评定程序、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经济技术合作等现有领域

进一步深化承诺，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

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新领域作出承诺，加

强合作关系。这些领域的提升有助于构建包容、可持续的区

域经济，提升供应链连通性和韧性，支持中国和东盟数字化

转型[1]。”

2020年 11月 15日，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领导人会议举行，会后东盟 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共 15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2022年 1月 1日，RCEP正式生效。2023年 6月

2日，随着 RCEP 对菲律宾生效，RCEP 全面实施。其中，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2024年中国与东盟贸

易总值达人民币 6.99万亿元，增长 9.0%，占中国外贸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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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9%，双方连续五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1.2 中国和东盟数字化转型要求更多的数字法律人才

2024年 10月，在第 2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

国—东盟关于推动建立可持续和包容性的数字生态合作联

合声明》发布，明确了将共建数字生态作为下一阶段合作重

点。2024年 10月 10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关于实质性结束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升级谈判的联合声明》提出，

“……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竞争和消

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新领域作出承诺，加强合作关系。

这些领域的提升有助于构建包容、可持续的区域经济，提升

供应链连通性和韧性，支持中国和东盟数字化转型[2]。”2025

年 1月 17日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通过了

《2025年中国—东盟数字合作计划》，决定共同制定《中国

—东盟建立可持续和包容性的数字生态合作行动计划(2026

—2030)》，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共同培

育数字产业新生态。2025年 4月 2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新

增海南全岛及 15个城市（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

1.3 培养数字法治人才是新时代法学教育改革的要求

2023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称《意

见》），根据《意见》第四部分“加快完善法学教育体系”

第（九）项“优化法学学科体系”的内容，培养面向东盟的

实践型数字法治人才符合“加快发展……数字法学……等新

兴学科”、“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法治人才”和“加快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法、国别法的涉外法治紧缺人才”的

要求[3]。

2 面向东盟的实践型数字法治人才的实践探索—

—以南宁师范大学为例

南宁师范大学在过去的五年时间，依托教育部和广西教

育厅的三个课题，开启了面向东盟的数字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索。

2.1 依托教改课题探索数字技术与法学专业的融合

南宁师范大学法学和社会学院在过去五年来先后获得

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 2021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立项一项：《基于人工智能赋能下计算法学新

文科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22

年自治区级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一项《新文科建设背景下

计算法学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24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一项：《课程

思政深度融入数字法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与实践》。

以上项目钧着眼于打破法学传统思维，打破学科界限，塑造

法学专业学生的“文理结合式”专业思维，探索“算法+法

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理科思维与文科思维的融合发展。

2.2 成立中国—东盟计算法学研究院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

提出，要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推

进学科交叉融合，重点要进行理文科的融合发展。建构融合

信息技术与法律交叉研究、人才培养模式、与东盟国际合作

交流的学术平台，对计算法学学科基本概念、课程体系、学

科发展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共同构建学术交流和

人才培养的资源架构。为此，本课题积极搭建交叉学科平台，

挖掘潜力，调动相关学科领域教师积极性，内引外联，并通

过学校审批，依托数字与统计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建立

了中国-东盟计算法学研究院，作为推进学科深度融合与跨越

发展的常设组织机构。

2.3 修订法学专业培养方案，开设三门计算法学课程。

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将学校法学专业、数学与

统计专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等专业人才培养相结合，实现

法学专业交叉融合，升级改造。在法学专业的培养方案、课

程体系上设置计算法学培养模块，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以及师

资队伍建设。为了落实开展本项目研究，法学专业更新与完

善了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按新文科建设思路，在培养目

标、课程体系上体现文理融合、学科交叉理念，与目标矩阵

图相对应，将计算法学所所需的专业课程列入授课计划；改

造传统法学人才培养模式，适应新技术、新业态培养懂算法

的法律人才，根据立项申请书，由我院与数学与统计学院共

同确定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考核办法，从计算法学基础理

论、算法基础知识、算法利用与权利保护、电子证据与计算

技术研究等几个专题进行内容编排，修改了 2021级《法学

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增加了“专业拓展课程”版块，共

三门课程：实证法学、法律检索、网络与电子商务法。

3 培养面向东盟的数字法治人才面临的挑战

3.1 现有课程体系无法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

传统法学教育课程体系重心在法学核心课程体系，在数

字技术模块、国别法，特别是东盟法治方面较为薄弱。广西

作为连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桥梁，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南

宁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广西高校的法学院在

面向东盟的课程体系方面也各有特色。其中，广西民族大学

依托其作为民族院校的学科优势，在法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

中国—东盟法学院，还设有专门的东盟学院、东南亚语言文

化学院、又于 2019年 6月设立了人工智能学院；广西大学

则依托法学院创新了“法学+”涉东盟高端法律实践人才培

养模式。南宁师范大学则依托其外语学院东盟相关外语的优

势，探索本科越南语或泰语+法律硕士的培养模式，在本科

课程体系中新增实证法学、法律检索、网络与电子商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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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尝试性在 2024年的本科培养方案中新增泰语、越南语、

东盟法律制度专题、东盟法律实务专题作为选修课程。广西

外国语学院则探索“东盟小语种+法学”实验班的培养模式。

但整体而言，高校法学院现有的课程体系尚无法满足面向东

盟的数字法治人才的培养需求。

3.2 现有师资无法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

课程体系是师资建设的成果体现形式，正是因为面向东

盟数字法治师资的不足，导致无法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当

然，着眼点不能仅限于法学院，而应当从全校范围，甚至全

省、自治区、市范围内去考虑课程体系。基于一个更大范围

的课程体系，同样，师资建设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去考虑。单

单从某一个高校而言，兼具东盟语言能力、法律专业素养及

数字技术背景的教师非常稀缺。各高校也是根据自己现有的

资源优势进行课程体系的创新，同时，通过人才引进，优化

自身的师资队伍或者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原有师资创新潜能。

3,3 国际化实践平台无法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

高校现有实习基地多集中于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

这些实习基地的业务集中在传统的法律领域，缺乏东盟法律

实务、数字法治实务相关的实践机会。以南宁师范大学为例，

现有的实习实践平台以法院和律师事务所为主，北海国际仲

裁院在南宁师范大学校内设置了南宁仲裁点，但涉及东盟法

律实务案件几乎没有。面向东盟的数字法治人才培养的是双

复合人才，这也导致其要求的实习实践平台区别于传统的平

台，当然这一类的平台也是陆续设立，例如 2022年 9月 16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正式揭牌，是由

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设立的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内设的专

门审判机构。

4 面向东盟的数字法治人才的培养路径

4.1 优化课程体系：构建“东盟+数字+法律”多学科课

程体系

优化课程体系的关键在于在法学院传统的课程体系之

上增加“东盟”模块和“数字”模块。具体而言，在“东盟”

模块，首先要增加东盟国别法模块，开设专门的国别法和特

殊领域的国别法细分法，比如开始越南公司法、泰国投资法

等；其次，在“东盟”模块，为学生选修东盟语言提供便利，

以选修课和实验班学生必修的课的方式，以及本科语言专业

+法律硕士的模式实现；第三，在“东盟”模块，为学生选

修东盟文化类课程提供便利，开始相关选修和和讲座。

在“数字”模块，应当从“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

两个方面着手构建课程体系。“数字经济”应当涉及经济学、

电子商务方面的课程，作为选修课程，旨在提升学生对数字

经济的认识；“数字技术”则应当开设法律检索、大数据相

关的课程，旨在提高效率；在教学方法方面，可以运用虚拟

现实（VR）技术模拟东盟国家法庭审判、在线仲裁流程。

4.2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双语双法”复合型师资

团队

4.2.1 提升核心师资团队教学能力。存量师资团队中，

主要通过学历提升和培训项目来实现面向东盟数字法治人

才的教学能力的提升，具体包括语言的培训、国别法的学习

和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相关知识的学习。对新聘的教师则重

在筛选，根据学科建设的目标和人才培养的目标选择“东盟”

“数字”多学科背景的的人员作为招聘的对象，一次性优化

师资队伍；另外，聘请东盟国家法官、律师、数字技术专家

担任兼职导师。

4.2.2 跨校、跨学科团队组建。在学校层面，整合法学

院、信息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等资源，成立更大

范围的“数字法治与东盟研究”交叉学科团队。在全省、自

治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构建“数字法治与东盟研究”学科共

同体，共享资源。

4.3 搭建多元实践平台：贯通“校-政-企-际”协同机制

实习实践平台，是面向东盟数字法治人才培养的桥梁，

广西作为中国走向东盟的桥头堡有区位优势，相应的有大量

的涉及东盟数字经济的政府部门、企业和国际合作项目。为

了更好地培养面向东盟数字法治人才，应当联合相关的政府

部门、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涉东盟企业、国际组织和机

构，构建贯通“校—政—企—际”协同机制，共同培养优秀

的面向东盟的数字法治实践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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