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学科历史积淀深厚，自 20 世纪初开始延聘名师讲授宪法、
国际公法等课程，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中国指控日本战犯罪行的检察官
向哲浚即为当时我校国际法学课程的教授。历经百年沧桑，恰逢法学繁荣的时
代，自 1995 年成立法律系，2004 年开始招收法学硕士研究生，2009 年获法
律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等一系列登梯式
发展，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于 2012 年成立。法学院以“培育卓越法治人才、
创造一流法学成果、服务依法治国战略”为使命，以“修法明德，弘毅济世”
为价值观，朝着“特色鲜明的一流法学院”目标奋力前进！

历史沿革
与现状

法学院14
LAW SCHOOL

师资队伍情况
01 \ 学科领军人物 

经济与劳动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
交通运输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
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科技法学会
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英国
阿伯丁大学访问学者。发表的代表性
论文有《WTO 规则下跨国公司行为规
制方式分析》《反垄断法视野内的价
格问题》《反垄断国际合作中的积极
礼让原则分析》等，独自出版专著和
教材 4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
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及北京市社科
基金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多项。

张瑞萍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交通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交
通运输法研究所所长；交通运输部法
律顾问、法律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铁路局专家委员会委员、《铁路
法》修改专家组成员；中国铁路法研
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国资委专家库法
律专家；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
成果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评审专家。出版《铁路法研究》
《交通运输法》《合同法》等著作 20
余部；发表《铁路旅客车票的法律性
质》等论文 200 余篇；主持“《铁路
法》修改问题研究”、“制定铁路客
运输条例问题研究”、“治理北京交
通拥堵法律问题研究”等部级以上课
题 30 余项，所主持课题成果曾获“中
国铁道学会科技奖”等部级以上奖励
多项；并获 “第七届詹天佑铁道科学
技术奖”“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等称号。

张长青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国家保密
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
金融服务法学会副会长。近些年来主
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0 余项，发表
论文 4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
10 余部。曾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
专项奖 。

毕颖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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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专家团队

02 \ 毕业生（研究生）就业情况

03 \ 就业单位类型分布

民商法学团队：
我院民商法学科共有教师 12 人，其
中 教 授 4 人、 副 教 授 4 人、 讲 师 4
人，是法学院教师人数最多的学术团
队，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高达
80%。民商法学学科方向自创建以来，
与时俱进，不断凝练发展方向，形成
了学科结构合理、科研方向明确、学
术思想活跃的教学与科研队伍；民商
法学学科方向既重视民商法基础理论
研究，也关注民商法中的法律实践问
题，多次召开有高等院校、实务部门、
司法部门等专家学者参与的法律热点
研讨会，学科影响不断扩大。学科始
终将培养适应我国民商事法律人才作
为目标，采用开放式、研究型教学模式，
毕业研究生均获得优良的社会评价。

经济法学团队：
经济法学科共有教师 6 人，教授 2 人，
副教授 2 人，讲师 2 人，承担学院经
济法相关课程教学与科研任务。学科
教授均参加中国铁路法研究中心（国
家铁路局与北京交通大学合建），交

通运输法研究所团队承担的科研任务。
近几年承担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
相关国际组织的科研项目 20 余项，发
表核心以上论文 30 余篇。

刑法学团队：
团队师资雄厚，年富力强，目前共有
教师 6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1 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及
海外访学经历。教学与科研成绩斐然。
获得北京交通大学“优秀研究性教学
训练载体”称号。近年共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发表 CSSCI 论文
40 余篇。3 人入选北京市法学会“百
名法学英才”。学科与时俱进，致力
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学方向的前沿问
题研究。在大数据刑侦、新技术法学
等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

国际法学团队：
我院的国际法学学科方向分为国际公
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研究
方向，共有教师 9 人，其中教授 2 人、

副教授 2 人、讲师 5 人。学科方向既
重视国际法基础理论研究，也关注“一
带一路”等国际法律热点问题，与国
外一些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学科始终将培养适应我国对外经济交
往所需要的国际法律人才作为目标，
采用开放式、研究型教学模式，毕业
研究生均获得优良的社会评价。

宪法行政法团队：
我院宪法行政法团队共有教师 8 人，
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5 人，
其中 7 人具有博士学位及海外访学经
历，也是学院最年轻的团队。学科方
向以比较法律文化、法学理论、宪法、
行政法为主，重点研究中国传统优秀
法治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交通运
输法、法治轨道上的中国式现代化等
领域，近年来先后承担国家社科项目、
教育部规划项目、北京市重大项目、
交通运输部项目、国家铁路局项目以
及国际项目等 20 余项。发表相关理论
文章 30 余篇，并多次为国家部委、企
事业单位开展专题培训讲座。

人才培养
质量 科学研究

情况

01 \ 人才培养质量综述

01 \ 科学研究情况综述学院积极依托学校优势学科群和行业
特色，致力于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法治政府需要、具有国际视野
的应用型、复合型优秀法律人才。构
建了包括《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经
典名著导读》等在内的理论课程，《法
律实践》《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等
在内的实践课程和《交通运输法专题》
等特色课程在内的三位一体的课程体
系。学院研究生也在第十七届“贸仲
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

近年来，法学院科研能力稳中有升，
不断取得突破。在交通运输等领域持
续发力，先后申获交通运输部、国家
铁路局、国铁集团的铁路立法项目。
在连续三年申获国家社科项目之后，
又于 2019 年申获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随着奖励机制的调整和完善，论文发
表量逐步提高，并于 2018 年实现法学
三大刊发文零的突破。法学院为了巩

北京市普法微视频大赛、“德和衡”
杯首届华北五省（市、自治区）法学
研究生法律文书写作大赛、2019 第三
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中华经典
诗文诵读大赛”、北京市 2019 年度“AI+
司法服务”创新竞赛等多项学科竞赛
中荣获佳绩。同时，以研究生核心就
业竞争力打造为主线，依托研究生职
业生涯规划课、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坊、体验性实践、个性化就业咨询、
校友职业导师计划、学生党支部对接

固在交通运输法律研究领城的优势，
举办了几场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
包括“诚信交通与法治社会建设”论坛、
“国际铁路运输法研讨会”等。同时，
法学院组织调研并撰写的《关于统一
“一带一路”铁路运输规则的建议》
获得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为“一带
一路”铁路运输规则的完善发挥了积
极作用。

就业 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中银律师
事务所

升
学

国内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国（境）外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重点用人单位体系建设等平台加强研
究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特色化和精品化
建设，着力实现供给和需求的精准对
接。一体化培养体系确保了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不断提升，毕业生理论基础
扎实、实践能力突出，受到用人单位
好评，很多毕业生已经成长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优秀人才。

类别 硕士

党政机关 18.85%

高等教育 3.28%

中初教育 0

医疗卫生 0

其他事业 4.10%

科研设计 0

三资企业 2.46%

民营（含律所） 48.36%

部队 0

其他（国企） 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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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奖情况

03 \ 国家级或有代表性科研项目

序号 奖励类别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时间

1 全国检察基础理论优秀成果 一等奖 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再考查 郭 烁 201906

年份 项目来源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合同总经费
（万元）

2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课题 西汉百年法律文化变迁研究 李巍涛 20

201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课题 参与刑讯人员民事侵权责任问题研究 郭 烁 20

20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其他”项目 课题 基金委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及规章制定程序规定立法问题研究 郭 烁 20

2017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课题 基于统计分析的无罪判决证据适用问题
实证研究 郑 飞 20

2020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课题 大数据侦查的程序控制与证据适用 郭 烁 35

20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 课题 损害赔偿法中的可预见性规则研究 王毅纯 20

20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 课题 数字时代下格式条款的强制性内容
管制体系研究 王俣璇 20

20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 课题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多数人之债
的共同诉讼类型研究 袁 琳 20

20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课题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模式研究 吴文嫔 20

20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课题 民法典时代抵销制度的体系整合
与规范适用研究 张保华 20

对外交流情况
01 \ 国际交流情况

02 \ 国家合作平台建设情况、互访交流情况、留学生培养情况

03 \ 主要合作方及合作内容介绍

04 \ 举办国际、国内会议情况

法学院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积
极扩大对外交流规模，提升对外交流
层次，拓展国际合作项目，在法学教
育和科研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与国际化
水平显著提升。通过客座教授、学生
交换、联合培养、教师互访和国际学
术研讨会等多种方式与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
多所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
为师生提供开阔学术视野和增进国际
交流的机会。

法学院与境外高校互访交流频繁，教
师出访、学生交流等派出项目有序进
行，外事来访、外专引智等来华项目
显著增多。我院培养了来自蒙古、伊朗、
马里、也门、俄罗斯等国家在内的 8

我院与台湾地区的东吴大学、新竹交
通大学每学期互派交换生，双方互认
学分；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名留学生，学习国际法、经济法等专业。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依
托学校交通运输学科优势，我院积极
探 索 具 有 交 通 运 输 法 专 业 特 色 的 国
际合作项目，争创在交通运输法领域

的国际领先地位。我院主办召开“一
带一路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法律风险防
范”、“2018 年国际铁路运输法研讨会”
论坛，组织两期“肯尼亚铁路警察研
修班”。

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俄亥俄州立
大学、威廉玛丽学院、圣约翰大学、
杜 肯 大 学、 英 国 兰 卡 斯 特 大 学 等 在

LL.M. 法律硕士双学位项目、教师互访、
科研合作、暑期项目等方面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

序号 国际会议时间 国际会议名称

1 2017.5.17-5.19 协办“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法律合作”中英法律研讨会

2 2018.10.26-10.27 主办 2018 年国际铁路运输法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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