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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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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培

养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法治人才，对于提升我

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趋势

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涉外法治人才能够在国际法律事务

中发挥专业优势，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提供有力支撑。

法治建设需求

背景与意义



法治人才现状分析

人才数量不足

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数量相对较

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

是在高端涉外法律服务领域，人才缺

口较大。

人才结构不合理

现有涉外法治人才中，具备跨学科背

景、国际视野和实务经验的高层次人

才比例偏低，制约了我国在国际法律

事务中的竞争力。



规划目标
通过制定和实施涉外法治人才规划方案，培养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

良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为提升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提供有力

保障。

规划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需求导向，紧密结

合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坚持改革创新，探索多元化、开放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坚持协同推进，形成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

规划目标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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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治人才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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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治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国际社会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对涉外法治人才的专
业素养和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国际法律服务的市场需求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不断扩大，
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全球化趋势下的法治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贸、人权、环境等领域的法治问
题日益突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国际形势与法治人才需求



涉外法治人才数量
不足

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总量相

对较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

场需求。

涉外法治人才结构
不合理

现有涉外法治人才中，高端人才

匮乏，具有国际视野和跨领域知

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尤为稀缺。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

系尚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和针对

性，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国内涉外法治人才缺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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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治人才需求持续增长01

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国际合作的加强，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

将持续增长。

涉外法治人才素质要求不断提高02

未来，涉外法治人才需要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包括跨领域

知识、国际视野、创新思维等。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03

为适应市场需求和人才培养需要，未来我国将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

制的创新，包括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推动国际合作等。

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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