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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和法治时代

学生为根本”的教育理念一直延续至今。1994 年，国际法系党

总支以“党建 +”模式打开了法学教育新局面，被上海市教卫

党委确定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凝聚力工程”试点工作单位之一。

1995 年 6 月 5 日，《人民日报》头版全面详尽报道了学校

国际法系“凝聚力工程”的建设经验。这是华政党建工作的一

张名片，在学校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亦是第七段共振。

叶青告诉记者，当前华政的法治人才培养有三个面向：为

我国法治建设培养政治坚定、忠诚法律、内心温暖、维护公平

正义的专业型法治人才；为基层岗位、基层地区培养具有奉献

精神、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法治人才；为东部沿海和开放程度

较高的城市输送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端涉外法治人才，“我们

进一步将其凝练为‘信、专、跨、通’”。 

华丽转型，助推全面依法治国

2000 年以后，法治的重要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显现，法治

建设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

中国对外开放步入历史新阶段。1978 年和 2001 年“开放”

的区别在于，如果说前者打开了国门，那么 2001 年就是进一步

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去。这一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

华政对外交流、开放办学的步伐也持续加快，将“引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将本土法治人才培养国际化和国际法治

人才培养本土化相融合，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相衔接，使

学校国际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

尤其在“走出去”方面，华政坚持人才走出去，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历来是“华政特色”；坚持声音传出去，依托众多涉

外法治研究平台，密切沟通交往，加快成果产出，传播“中国

声音”；坚持产品打出去，依托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等一批法

律服务机构，为我国司法机关提供法律依据，为国内企业提供

诉讼应对和企业海外布局等方面的涉外法律服务。

事实上，自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一批又一批的华政人的身

影就一直活跃在外国司法机构、国际组织和中国驻外机构之中。

这是第八段共振。

2001 年 2 月 15 日，时任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成功访问华政，

并在 40 号楼的二楼小礼堂，为 200 多名学生作了一场精彩演讲，

还与同学们进行了现场交流互动。

据悉，克雷蒂安总理毕业于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法律专业，

获多所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并多年从事律师工作。因此，

他来访中国时，提出希望在一所大学的法学院进行一场面向法

科学生的公开演讲。中央和上海市研究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华

政，让华政组织实施接待工作。

“当时的华政在华东地区，甚至整个南方，法学专业都是

最强的之一。”彼时的王立民是副院长，也分管外事，全程参

与了克雷蒂安总理的访问，“他的侄女前后来了两三次考察场地、

校园环境和安保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00 多年前，孙中山就曾在此发表演讲，“民

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我国立法数量和质量得到显著提

升，执法工作持续改进、司法环境不断改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华政也在世纪之交启用松江校区——2003 年 10 月 18 日，

松江校区启用仪式举行。2003 年松江校区投入使用之后，立即

在当年度就实现了招生规模倍增。这一时期，学校的隶属关系

也有了很大变化。2000 年，学校成为上海市属高校。2007 年 3 月，

学校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从此登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是第

九段共振。

叶青坦言，在更名过程中，华政确实遭遇了一些困难，首

先是学校学科结构比较单一；其次是学校当时的师资规模和结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在2022级新生开学典礼讲话，勉励学生铸就华政青年的

独特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