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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留作参考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 海 市 司 法 局
沪司复函〔2025〕28 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第 1113 号提案的答复

张金全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健全完善上海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提案收

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概述

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明确专人负责，梳理相关政策文

件，召开专题工作会议，认真研究提案内容，并充分听取市教委、

市高级法院等单位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答复意见。

二、答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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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提案中提及设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金、建立具有区域

特色的涉外法治人才交流平台等建议，对健全完善我市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机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对培

养涉外法治人才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

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养过硬、通晓国际规则、

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肩负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重要使命，承担着加

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

力的重要任务，对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尤其迫切。

近年来，市委高度重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市委依法治市

办整合各方资源、统筹协调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市教委、

市司法局、市高级法院等单位结合实际积极落实市委要求，从六个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将涉外法治人才工作纳入《上海高水平

人才高地建设方案》《新时代上海法治人才培养规划（2021-2025 年）》

进行部署，持续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纳入市委依法治市委年度

工作要点作为专项任务统筹推进，加强海事、商事等重点领域、新

兴领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储备。二是成立上海国际商事法庭，集中

管辖涉外商事案件，优化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涉外商事仲裁、

调解、公证等 20 余家专业机构入驻平台，构筑更加专业高效的国际

商事争议解决体系。三是制定实施司法行政人才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设立“鼎新法治人才”和“东方法治人才”品牌，大力培养涉外律



— 3 —

师、国际仲裁、商事调解、法律科技等重点领域高层次法治人才。

四是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国际化布局，制定加快推动上海国际法律服

务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促进涉外法律服务供需对接，系统谋划推

动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五是依托我市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

基地，构建部门高校共建、社会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据统计，

目前基地各高校共聘请 245 名实务部门导师、136 名实务教师（5 年

以上实务经验）和 30 名全职外籍教师。六是推动构建长三角海事司

法合作机制，开通“长三角海事诉讼服务一体化平台”，并在外国法

查明机制一体化、海事专业委托评估、鉴定机构一体化以及长三角

海事法院执行协作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下一步，针对你们在提案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拟在以下七个

方面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一是继续发挥市委依法治市办统筹协调

职能，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全面完成《新时代上海法治人才

培养规划（2021-2025 年）》目标任务，通过专题调研、法治督察、

年度考核等方式加大推进力度，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质增效。

二是持续优化涉外审判人才专业化培养机制，建立健全我市涉外审

判人才库，开展上海国际商事法庭涉外审判专项法官遴选及青年法

官轮岗，不断优化三级法院涉外审判人才培养和管理新模式，加快

打造一支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审判人才队伍。三是继续实施

涉外律师和国际仲裁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项目，依托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优质资源，开办上海律所“走出去”战略思维项目，



— 4 —

持续推动“上海—新加坡律师交流项目”以及市律协“领航计划”

涉外律师人才培训项目。四是深入实施鼎新法治人才计划，聚焦国

际仲裁、涉外律师、国际商事调解等涉外领域，持续组织有发展潜

力的涉外法治人才前往境外法律服务机构、国际组织学习培训。成

立鼎新法治人才讲师团，组织开展东方法治人才评选，完善分级分

类的涉外法律人才库。五是继续加强涉外法治人才源头培养，推进

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优化部门高校共建、社

会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推动上海海事大学突出航运法治人才

培养特色，加强中外海商法理论研究中心、国际贸易与航运咨询服

务中心和数据信息中心等建设，打造全覆盖、多维立体的涉外航运

法治人才培养基地。六是持续推进长三角海事司法合作，深化落实

长三角海事执行联盟战略协作备忘录、长三角海事诉讼服务一体化

协作机制等文件内容，推进实质化运作，加强立案管辖、审理进程、

执行联动等方面的协同联动。七是加强法律科技应用，鼓励有条件

的区设立法律科技服务业专项资金，支持市律师协会与上海联通共

建“法律科技产品孵化实验室”，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律科技分

论坛，鼓励律师事务所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动市律师协会推出

法律科技培训课程。

最后，感谢你们对涉外法治人才工作的关心、支持。欢迎你们

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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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司法局

2025 年 6月 27 日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5 年 6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