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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Education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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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teach students the way of thinking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hinking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logic, criticism, dialectics and rigorous scientific spirit,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du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adaptability between law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in order to seek the openn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field of law scie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cience of law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educational paradigm, and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he education of law science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oli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port high-
quality public security legal tal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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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公安院校法学教育融合的路径探析
王臻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警察管理系，中国·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教会学生科学创新的思维方式是教育的终极目标，而创新思维的培养离不开逻辑、批判、辩证以及严谨科学精神的支撑。论
文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对教育的影响，关注公安院校法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从而寻求人工智能知识向法学
学科领域进化的开放性和法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向教育范式，试图探索人工智能与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融合路径，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输出高质量公安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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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末期，在讨论面向大数据新时代的公安人才培养

时，有学者认为现代公安专业建设人才的素质概括为政治素

质、专业素质、人文素质、体能素质和技能素质等五大方面，

然而“法律素质”并未单列成为一个独立的指标。但是，其

又提出公安专门人才的专业素质可概括为法律素质、业务素

质和管理素质三个方面。可见，法律素质是公安专业人才所

必需的基础素质。主要包括知法、懂法、执法和运用法律的

能力，这与新时代发展、岗位需求密切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各个场合对依法治国和公安执

法作出过重要指示，他提出“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执

法规范化是依法治国法治公安建设的抓手和具体措施”。而

作为法治公安建设的主体，公安民警不仅肩负重要使命，同

时也应该崇尚法律信仰，运用法治思维和遵循执法规范化养

成路径，打造“卓越公安专门人才”应当对法律素养提出更

高的要求。

目前，从广义上来讲，法学教育在公安院校的地位略显

尴尬，虽然法学课程被安排为学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课

程，也是公安院校必须开设的课程，但另一方面法学在大多

数公安院校中并没有作为一个专业而存在。经调研数据显示，

“除法学以外的公安专业，法律课程普的安排几乎都没有完

整的体系，在基数上也严重不足”。同时，法学实践教学在

公安院校多半在于为了开设而开设，多流于形式，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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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佳，法学教育也未能与职业实践很好地结合。可见，如

何以岗位需求为导向，推进公安院校法学教育教学改革，培

养适用的公安法治人才，是公安法学教育总体改革思路的重

要内容 [1]。

当前，建立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是人

工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趋势所向。2018 年《坚持德法兼修实

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则提出明确以应

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法治人才为培养目标。在 2018 年 9 月

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调整优化学科结

构和专业设置，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对创

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可见，法学与人工智能

的交叉融合是当前及未来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向。在此背

景下，“法学 + 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成为高校

探索法学教育创新的关注焦点。为克服传统法学教育模式适

用性差的弊端，我们需要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一种

新型的公安法学教育模式。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公安法学教育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法学教育水平是可以直接影响法律人才层次

的，而一个国家的法律人才是否可以满足国家社会发展需求

又是评价法学教育合格与否的重要指标。公安院校的法学教

育是中国整体法学教育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担着为国家公安执法战线输送法律专门人才的任务。公安院

校的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联系极为紧密，法学教育改革一旦

与社会发展脱节就很可能会引起就业危机、社会动荡等一系

列的问题。

以中国公安院校法学教育为例，其现状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目前，公安专业教育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教育，

博士教育。尽管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但各项目层次衔接关

系不明确，导致培养出的公安法律人基本法律知识掌握不扎

实、基本法律职业技能经验匮乏，人才质量参差不齐；其二，

培养目标差异不明显，导致学生在法学学术研究上创新性不

够，职业者的平均综合素质较低，同质性严重，难以满足社

会治安发展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其三，中国法学教育模

式下培养出的法律人才缺乏国际视野，很多公安院校的毕业

生对经济、计算机、机械、生物、化学等跨学科领域的知识

不够了解，在其他语种方面的锻炼不到位，造成复合型高级

公安人才的巨大缺口。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被应用到司法

审判、法律服务、法学研究等领域，势必会产生大批还未毕

业就已经“失业”的法律工作者，继而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2]。

3 法学教育与人工智能交叉的实践为公安法学

教育提出的蓝本

法学教育与人工智能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当前法学教育的

全新选择，其实践类型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设立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为法学与人工智能的交

互提供智力支持。例如，2017 年清华大学法学院设立法律与

大数据研究中心、2018 年成立智能法治研究院。

第二，新增课程、讲座等，拓宽公安院校学生对人工智

能的思维认知。例如，清华大学 2017 级研究生培养方案将科

技法讲座作为２学分的选修课程。

第三，建立新型项目等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例如，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将法学教育的改革定位于新型工业化

背景之下探索建立“标准化的常规培养”与“定制化的特色

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形成“法学与科技产

业结合”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9 月，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六所

高校法学院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计算法学发展联盟，在推动

法律与信息技术交叉融合的过程中互相协作，为“计算法学”

学科体系的发展探路 [3]。

3.1 培养卓越公安法治人才的教育目标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实现自我心理需求与外部环境的

协调，以便适应社会的发展的人。公安工作实践性极强，必

须密切联系社会，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法治人才，才能更

加自信地融入技术变革的时代潮流。人工智能时代公安工作

面临多重挑战，部分重复性或辅助性的公安工作正在或将要

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工智能可以在自身系统和程序中囊括

所有的法律规范、公安文书、程序流程等，并可以进行智能

分析处理。公安专业的学生死板地学习法条、解读法律文本

的学习方式恐难以满足社会对卓越公安法治人才的需求变迁。

因此，公安法学教育必须及时调整思路，打破传统模式的桎梏，

加快推进“新公安法学教育”建设，积极促进“法学 + 人工

智能”交叉融合卓越公安法治人才教育目标的实现 [4]。

3.2 “法学 + 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课程建设

第一类，法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理论类课程，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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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包括法律与人工智能的历史渊源、法律与人工智能的基本

原理和理论、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等。参照东南大学的相关课程，

该类课程可选择性开设人工智能历史与哲学、法律信息科学、

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等。该类课程为法学与人工智能的深度交

叉融合搭建完整的知识框架，打通法学学科与人工智能之间

的屏障，激发公安专业学生主动学习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的积

极性。

第二类，法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应用类课程，具

体可包括法律大数据及应用、计算法学、智能法律服务系

统应用等。参照东南大学等高校的相关课程可选择性开设

法律大数据检索、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前景、深度学习概论、

计算法学等课程。法律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不仅仅是一个应

用领域，它的关注点还触及了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

推理、呈现和学习，这对将来成为优秀公安民警的公安专

业学生至为重要。

3.3 系统化教育方式的创新

3.3.1 加入人工智能要素的研究

法学教育教学理念及时回应智能社会的现实需求长期以

来，高校自身对人工智能往往存在模糊认识，从而导致法学教

育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研究的教师队伍知识储备不足，制约了

法学教育改革思路的拓展。从客观角度分析，高校教师基本上

接受的是传统法学教育，研究领域囿于法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对人工智能普遍缺乏深刻的认识，存在培养卓越法治人才能力

不足的问题。从主观角度上看，法学院教师在“想不想学”的

问题，高校教师的研究领域往往限于特定范畴内的研究对象，

其在自身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情形下加入人工智能要素研究，

会增加研究的难度和不可知性。事实上，人工智能有别于其他

技术工主要在于“智能”二字本身。人工智能历经 60 多年的

曲折发展凭借深度学习、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等新特点，以一

种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具智能化的技术手段打破立法、执

法、司法等各个体系的传统运作模式，未来我们也会迎来一个

更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高校及教师应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人

工智能的时代发展，在遵循法学本身内在规律基础上肯定人工

智能的发展对公安实践的促进作用，唯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

使公安法学教育焕发出新的前途 [5]。

3.3.2 教育方式引领公安专业学生关注自身发展

当前，培养学生跨学科学习、主动学习、思考型学习作

为一种新的学习趋势，正逐步引导学生朝着终身学习的道路

上逐步迈进。教师最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学生能主动进入学习状态，继而才因势利导，即在教学上从

原来的“教师为本”转变为“学生为本”。人工智能时代向

人们的大脑发出了挑战，这就要求每个人做好终身学习的准

备，不断提升学习人工智能与法律相关知识的能力。提升公

安专业学生主动建构自身学习经验和知识架构的综合能力。

学生从学校毕业不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而只是新的学习的

开始。

3.3.3 人工智能时代多种教学环境智能化尝试

高校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

习，打造智慧教室、智能辅助系统、智慧 APP 等，营造一个

互动式的学习环境，增强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对话。

目前，在全国的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狙击战中，“停课不停

学”的线上教学，极大地要求教师不断地去尝试、挖掘各种

智能资源，各大院校开始了不同平台的线上教学，以此契机，

在以后的教学手段上致力于打造教学信息化建设，具体教学

实践包括课程中心、智慧教室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的所有教师均需建设其所负责教授内容的“课程中心”，课

程实现全程在线化管理，同时引入教学软件平台的建设，以

便于使学生做作好科技时代下法律学习的改革性准备 [6]。

3.4 评价机制建设立体化、扁平化

3.4.1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尽可能细化各项评价要素，关注教师

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是否与人工智能的时代需求相适应，

同时呼吁多方主体参与教师教学评价。

3.4.2 学生学习效果的检验

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验主要突

出考察公安法学学科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是否取得实质性

效果，注重实用知识的实践性、灵活性与创造性。

3.4.3 教育内容分类考核

根据公安特色法学教育内容，构建不同的评价标准，使

评价要素具体、客观。法科生学习内容可以存在差异，计算

法学、大数据法学等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作为二级学科分别

评价。

3.4.4 引入第三方评价

卓越公安人才的评价不仅仅依靠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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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引入专业机构进行第三方评价，如可聘请公安一线部门

的具有较强实践经验的民警、教官成为评价方，形成客观的

评价报告，并据以衡量公安法学专业的建设质量。

4 结语

当前，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其辅助性特质决定其无法考量价值判断范畴内的道德、情理、

伦理等，这是人工智能目前不可完全取代运用法律思维进行

工作的公安民警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不可过分夸大人工

智能的积极作用而否认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本身所独具的专业

性和伦理性。不可否认的是，深度学习正加速推动社会智能

化的进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工智能产品进入法律领域的

客观现象进行整体性反思。人工智能除了能便捷高效地满足

于公安工作服务上社会的短期需求，背后还隐含着对创新型、

复合型、应用型卓越的公安人才的深层次要求。公安院校作

为输送公安一线人才的第一堡垒，应引领法学教育抓住人工

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适应智能社会公安工作服务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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