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河北科技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河北省

专业名称： 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

专业代码： 030104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法学 法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 法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4-08-23

专业负责人： 李洪伟

联系电话： 15373587727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河北科技学院 学校代码 13391

学校主管部门 河北省 学校网址 http://www.hbkjxy.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河北唐山河北省唐山市
曹妃甸区东海路209号

邮政编码 063200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o公办 þ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o法学 þ教育学 o文学 o历史学

o理学 þ工学 o农学 þ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保定虎振职业技术学院、保定科技职业学院

建校时间 1990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11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合格评估 通过时间 2019年11月

专任教师总数 1342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520

现有本科专业数 3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5425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2998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83.77%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河北科技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河北省教育厅主管，以工科为主，工
、管、经、艺、医、教协调发展的全日制本科院校。学校前身是2003年创
办的保定虎振职业技术学院，2006年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保定科技
职业学院，2011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民办普通本科院校，并更名河北科
技学院。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学校近五年增设：2019年新增康复治疗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审计学、舞
蹈编导；2020年新增新能源汽车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2021年新
增表演、智能车辆工程；2022年新增电子商务；2023年无新增本科专业。
学校近五年停招：2019年暂停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工业设计、风景园林
；2020年暂停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机械电子工程、工业设计、投资学
；2021年暂停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风景园林、自动化、投资学、机械电子
工程；2022年暂停风景园林、自动化、投资学、机械电子工程、表演
；2023年暂停投资学、表演。
学校近五年撤销：2021年撤销建筑电气与智能化；2023年撤销风景园林。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30104T 专业名称 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
控

学位授予门类 法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法学类 专业类代码 0301

门类 法学 门类代码 03

申报专业类型 新建专业 原始专业名称 —

所在院系名称 经济管理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司法机构、教育机构等。

人才需求情况

在京津冀区域，开设该专业的院校很少。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和行业调查研
究，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人才在金融机构、信用机构、政府部门
、工商企业等单位的信用风险评估、信用风险管理、风险防控与管理、处
置经济矛盾纠纷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就业需求。各类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
以及律师事务所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不断攀升，就业岗位非常广泛，主
要包括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部门相关岗位，信用服务机构相关岗位，发展改
革委员会、人民银行等信用监管部门以及市场管理、金融监管、建设管理
机关的信用管理岗位，检察院、法院、公安、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以及
政府复议部门的相关岗位，律师事务所相关岗位，企业的信用管理部门、
法律事务部、法律咨询部、合同管理等风控岗位。特别是随着我国法治建
设的深入推进，法学人才在各行各业都有着持续增长的需求。
综上所述，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的增设是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有助于学院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学院目前设有经济学、管理学
学科，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的增设能够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
融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80

预计升学人数 8

预计就业人数 72

北京市京师（唐山）律
师事务所 32

河北政亦明律师事务所 20

河北君律君律师事务所 20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代码

030104T

二、培养定位与目标

本专业立足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信用

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社会责任和创

新意识，能够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信用管理岗位，特别是能在征信、信

用评估、不良资产处置、债务催收、信用修复等信用服务行业从事信用风险管理

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 5年后，能够达到以下预期目标：

1.品德素养：培养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坚定的思想信念，

充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热爱祖国，忠于人民。

2.业务能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掌握法理学、宪法学、刑法、

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职业伦理等法学基

础知识，具有强烈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深入领会并系统掌握法学学科的科学

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备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广博的学科素养和求实创新的

精神，具有运用法律知识、法学方法与法治思维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合作能力：具备团队合作精神，能够与相关部门和其他团队进行有效沟通

和协作，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法律领域相关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研究，提出

相应对策和建议，并形成专业解决方案。

4.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善于思考和接纳信用风险管

理与法律防控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方法，促进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不断更新与

发展，具备应对产业未来发展变化的能力。

三、毕业要求

通过系统的课内外学习及实践活动，学生在毕业时应达到以下具体要求：



1.思想道德

1.1 政治素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

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够在工作学习生活实践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

1.2 职业素养：热爱本职工作，深刻理解和认同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职

业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感。具有良好的职业修养，遵守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道

德，爱岗敬业，立志成为职场骨干。

2.社会责任

2.1 社会责任素养：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好本职

工作。

2.2 核心价值观：按照核心价值的标准遵纪守法，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遵

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做到对自己有要求，对家庭有责任，对社会有贡献。

3.问题分析与解决

3.1 发现问题：能够依据相关文献、规范准则、政策法规，发现单位信用风

险管理与法律防控法规应用不足等相关问题；

3.2 分析问题：能够通过文献研究及各类法律条款分析复杂信用风险管理与

法律防控问题，形成多种解决方案并进行合理比较；

3.3 解决问题：能够应用法学专业知识，研究复杂的法律问题，解决实际信

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问题。

4.专业知识技能

4.1 专业基础：系统掌握法理学、宪法学、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

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职业伦理等法学基础知识，具备运用法学知

识和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技能，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4.2 专业技能：充分理解信用风险的阶段性特点，能够敏锐地捕捉信用风险

管理不同阶段的不同法律需求，具有为事前、事中、事后的信用风险管理提供全

流程精准法律服务的意识与能力,既能够运用法律手段对信用风险进行事前防

范、事中管控，也能够运用法律知识与法治思维处置信用风险后段的各种矛盾与

纠纷。



5.自主学习能力

5.1 知识获取：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了解国内外法学发展动态和

发展需求，能够进行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能够紧跟法学研究前

沿和现代科学技术对法学的影响；能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通过课堂、文献、

网络、实践等渠道获取相关知识；

5.2 知识应用：正确认识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能运用批判思维方法和

辩证思维方法，在法学实践活动中有效地自我诊断。

6.创新创业能力

6.1 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能够将信用风险管理与法

律防控专业知识、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创业精神融入工作实践；

6.2 创业能力：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和顽强的毅力韧性，具有创业风险意识、

风险管理能力。

7.沟通协调能力

7.1 沟通技能：具有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知识与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

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

7.2 协调能力：理解学习共同体在学习、工作和研究的重要作用，具有团队

协作精神和沟通技能，具备一定活动组织策划能力。

8.外向发展能力

8.1 国际视野：了解国内外与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相关的方针、政策、

法规和国际法学惯例，了解法学专业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8.2 外语能力：熟练应用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能够进行

跨境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业务的交流与合作。



四、人才培养标准实现矩阵

表 1 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实现关系矩阵

注：矩阵图中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对应关系的框内打“√”，一项毕业要求可对应支撑多项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毕业要求 1 √

毕业要求 2 √

毕业要求 3 √ √

毕业要求 4 √ √

毕业要求 5 √

毕业要求 6 √ √

毕业要求 7 √ √

毕业要求 8 √



表 2 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实现关系矩阵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要求 8

1 2 1 2 1 2 3 1 2 1 2 1 2 1 2 1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实践
H H

形势与政策 H

大学体育一、二、三、四 H

大学外语一、二、三、四 H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军事理论 H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劳动教育 H H

国家安全教育 H L

通识拓展课程 H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要求 8

1 2 1 2 1 2 3 1 2 1 2 1 2 1 2 1 2

法学专业导论 M H M M

习近平法治思想 M

宪法学 H

法理学 H

中国法律史 H M

民法总论 H M

刑法总论 H M

刑法分论 M H

经济法 H M M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H M M

民事诉讼法 M H

刑事诉讼法 M H

企业法 M H

不良资产处置理论与实务 M M H

信息科技与信用风险评估 H

金融法 H

信用信息法 H

破产法 H M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要求 8

1 2 1 2 1 2 3 1 2 1 2 1 2 1 2 1 2

国际经济法 M H

专业选修课程 H L M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一）、（二）、（三）
M H

创新创业基础 M H

双创选修课程 M H

入学教育 H

军事训练 H

专业认知实习 H

劳动教育实践 M H

大数据法学 M H

民事案例研究 M H

刑事案例研究 M H

法律综合实务 H M

专业实习 H

毕业实习 H

毕业设计（论文） H

第二课堂 M H

注：以关联度标识，课程与某个毕业要求的关联度，根据该课程对应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来定性估计，H:表示关联度高；M：表示关联度中；L：表示关联度低。



五、专业主干课程结构拓扑图



六、专业核心课程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企业法、经济法、信息科

技与信用风险评估、金融法、信用信息法、破产法、国际经济法、宪法学、法理

学、中国法律史、民法总论、刑法总论、刑法分论。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专业认知实习、大数据法学、民事案例研究、刑事案例研究、法学专业综合

实训、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八、学制、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一）学制

标准学制 4年，弹性学习年限 3-8 年。

（二）毕业学分要求

学生必须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 162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132 学分，选修课程

30 学分（含素质拓展 5学分）。

（三）学位授予要求

学位课程考核成绩符合规定要求，总体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法学

学士学位。

九、教学计划

（一）教学学时和学分分配表

平台类别

学时/学时比例 学分/学分比例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选修

学时

各平台

总学时

总学时

比例

理论

学分

实践

学分

选修

学分

各平台

总学分

总学分

比例

实践学

分比例

通识课程

平台
692 240 192 932 46.1% 42 11 12 53 32.7%

学科课程

平台
360 360 17.8% 22.5 22.5 13.9%

专业课程

平台
624 176 624 30.9% 39 11 39 24.1%

创新创业

课程平台
88 16 32 104 5.2% 5.5 1 2 6.5 4.0%

实践课程

平台
45 周 45 周 41 5 41 25.3%

合 计 1764 256 400 2020 100.0% 109 53 30 162 100.0% 30.6%



（二）课程教学计划进程表

平台

类别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

及分配

各学年、学期

周学时 课程

属性

考核

方式
学分

总学

时

课内

讲授

课内

实践

1学年 2学年 3学年 4学年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课

程

平

台

思想政治

课程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48 3 必 查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8 3 必 考

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32 2 必 查

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 1 16 16 1 必 查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8 3 必 考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2 32 2 必 查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实践
1 16 16 1 必 查

8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0.5 0.5 0.5 0.5 必 查

小计 17 272 240 32 3.5 3.5 3.5 6.5

基本素质

课程

9 大学体育一 1 36 4 32 2 必 查

10 大学体育二 1 36 4 32 2 必 查

11 大学体育三 1 36 4 32 2 必 查

12 大学体育四 1 36 4 32 2 必 查

13 大学外语一 3 48 32 16 3 必 考

14 大学外语二 3 48 32 16 3 必 考

15 大学外语三 3 48 32 16 3 必 考

16 大学外语四 3 48 32 16 3 必 考

17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32 16 16 2 必 考

18 军事理论 2 36 36 2 必 查

19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32 2 必 查

20 劳动教育 1 16 16 1 必 查

21 国家安全教育 1 16 16 1 必 查

小计 24 468 260 208 10 7 6 5

通识拓展

课程

按“全校文化素质课程一览表”

开设（学生选修 12 学分）
12 192 192

学生选修“四史类”模块课程不

少于 2学分；

学生选修“公共艺术类”模块课

程不少于 2学分

选 查

小计 12 192 192

合计 53 932 692 240 13.5 10.5 9.5 11.5

学

科

课

程

平

台

学科

基础课程

22 法学专业导论 0.5 8 8 0.5 必 查

23 习近平法治思想 1 16 16 1 必 查

24 △宪法学 3 48 48 3 必 考

25 △法理学 3 48 48 3 必 考

26 △中国法律史 3 48 48 3 必 考

27 △民法总论 3 48 48 3 必 考



28 △刑法总论 3 48 48 3 必 考

29 △刑法分论 3 48 48 3 必 考

30 △经济法 3 48 48 3 必 考

合计 22.5 360 360 7.5 9 6

专

业

课

程

平

台

专业

必修课程

31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 48 48 3 必 考

32 △民事诉讼法 3 48 48 3 必 考

33 △刑事诉讼法 3 48 48 3 必 考

34 ※企业法 3 48 48 3 必 考

35
Ⓖ不良资产处置理论与实

务
3 48 48 3 必 考

36
※信息科技与信用风险评

估
3 48 48 3 必 考

37 △金融法 3 48 48 3 必 考

38 △信用信息法 2 32 32 2 必 考

39 △破产法 2 32 32 2 必 考

40 △国际经济法 3 48 48 3 必 考

小计 28 448 448 3 9 9 7

专业

选修课程

41 合同法 3 48 48 3 选 查

42 环境法 3 48 48 3 选 查

43 婚姻法与继承法 3 48 48 3 选 查

44 法律英语 3 48 48 3 选 查

45 票据法 2 32 32 2 选 查

46 竞争法 2 32 32 2 选 查

47 法律谈判与思维优化 2 32 32 2 选 查

48 证据法 2 32 32 2 选 查

49 侵权责任法 3 48 48 3 选 查

50 法律文书 3 48 48 3 选 查

51 财税法 3 48 48 3 选 查

52 保险法 3 48 48 3 选 查

小计（必须修满 11 学分） 11 176 112 3 3 2 3

合计 39 624 624 6 12 11 10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平

台

双创

必修课程

53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一）
0.5 10 6 4 0.5 必 查

54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二）
1 12 8 4 1 必 查

55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三）
1 18 10 8 1 必 查

56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32 2 必 查

小计 4.5 72 56 16 0.5 2 1 1

双创

选修课程

57 创业组织与领导 2 32 32 2 选 查

58
创新与安全：数据法治前

沿问题研究
2 32 32 2 选 查

小计（必须修满 2学分） 2 32 32 2



合计 6.5 104 88 16 0.5 2 3 1

总计 121 2020 1764 256 21.5 21.524.5 23.5 11 11

注：核心课程前标记△，其中学位课程前标记※；校企合作课程前标记Ⓖ。



（三）实践教学平台一览表

平台

类别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分 周数

课程

属性

考核

方式
备注

实

践

课

程

平

台

基础

实践课程

59 入学教育 1 1 必 不计入学分

60 军事训练 1 2 2 必 查

61 专业认知实习 2 1 1 必 查

62 劳动教育实践 3 1 1 必 查

63 大数据法学 4 2 2 必 查

小计 6 7

综合

实践课程

64 民事案例研究 5 2 2 必 查

65 刑事案例研究 5 2 2 必 查

66 法律综合实务 6 2 2 必 查

67 专业实习 7 8 16 必 查

68 毕业实习 8 8 8 必 查

69 毕业设计（论文） 8 8 8 必 查

小计 30 38

素质拓展

实践课程

70 第二课堂 1-8 5 必 查

素质拓展实践课程

由学工处统筹规划，

提供第二份成绩单

存档。

小计 5

合计 41 45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宪法学 48 3 宋哲、梁岩 1

法理学 48 3 刘丹、陆琳 1

中国法律史 48 3 王端阳、渠德栋 2

民法总论 48 3 杨海、向东 2

刑法总论 48 3 王烨瑶、向东 2

刑法分论 48 3 郑程天、洪润洁 3

经济法 48 3 王新、赵旭 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8 3 李坤霞、张涛 3

民事诉讼法 48 3 李佳、汤海潮 4

刑事诉讼法 48 3 胡江伟、吴英旗 4

企业法 48 3 张雯、唐福齐 4

信息科技与信用风险评估 48 3 张维杰、崔玉明 5

金融法 48 3 宋梦桥、郭薇薇 5

国际经济法 48 3 艾振荣、杜宪 6

信用信息法 32 2 王新、赵旭 6

破产法 32 2 杜宪、张雯 6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王新 男 1964-01 经济法、信用信息法 副教授 河北大学 法学 硕士 公司法 专职

张维杰 男 1981-07 信息科技与信用风险
评估 教授 河北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李坤霞 男 1978-0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教授 南开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李佳 男 1982-09 民事诉讼法 教授 河北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宋梦桥 男 1992-08 金融法 讲师 河北经贸
大学 法学 硕士 刑法 专职

王烨瑶 男 1983-07 刑法总论 副教授 河北农业
大学 法律 硕士 刑法 专职

胡江伟 男 1981-10 刑事诉讼法 副教授 河北大学 法学 硕士 刑法 专职

郑程天 男 1993-10 刑法分论 助教 河北大学 法学 硕士 刑法 专职

赵旭 男 1975-07 经济法、信用信息法 副教授
中国地质
大学（北
京）

法学 硕士 经济法 专职

宋哲 女 1981-01 宪法学 副教授 河北大学 法学 硕士 宪法 专职

刘丹 女 1987-01 法理学 讲师 燕山大学 法学 硕士 法理学 专职

王端阳 女 1984-06 中国法律史 副教授 天津工业
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杨海 男 1991-04 民法总论 讲师 安徽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杜宪 女 1998-07 破产法、国际经济法 助教 东北财经
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渠德栋 男 1981-08 中国法律史 讲师 中央民族
大学 民商法 硕士 合同法、

公司法 专职

郭薇薇 女 1981-06 金融法 讲师 西北政法
大学 国际法学 硕士 国际法、

金融 专职

汤海潮 男 1973-03 民事诉讼法 讲师 清华大学 法律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艾振荣 女 1973-11 国际经济法 讲师 河北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张雯 女 1983-03 企业法、破产法 讲师 中国人民
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唐福齐 男 1968-09 企业法 教授 河北师范
大学

汉语言文
学 学士 民商法 专职

崔玉明 男 1965-06 信息科技与信用风险
评估 教授 南开大学 哲学 硕士 卫生法 侵

权法 专职

向东 女 1976-05 刑法总论、民法总论 副教授 西北政法
大学 经济法学 硕士 民商法 专职

张涛 男 1982-0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讲师 天津师范
大学

政治学理
论 博士 政治学、

行政法学 专职

吴英旗 男 1971-12 刑事诉讼法 教授 河北大学 法学 硕士 诉讼法学 专职

陆琳 女 1982-07 法理学 讲师 南开大学 法学 硕士 法理学 兼职

梁岩 女 1982-07 宪法学 讲师 山东科技
大学 法学 硕士 国际法 宪

法 兼职

洪润洁 女 1979-08 刑法分论 讲师 中国政法
大学 法学 硕士 国际私法 兼职

专任教师总数 24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6 比例 22.22%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3 比例 48.15%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26 比例 96.3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 比例 3.70%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4 比例 14.81%

36-55岁教师数 21 比例 77.78%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3:24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6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24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王新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经济法、国际经济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河北科技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6年7月硕士毕业于河北大学法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公司法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无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在《河北法学》发表的论文“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与学校的法律责任
”获得唐山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经济法课程学时288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0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148.4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342（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本专业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办学经费能够得到保障，办学条件已基本
具备，课程基本开出，有固定的实习基地，学生宿舍、教室、图书资料等
齐备。专业开办经费300万元，由河北科技学院自筹，用于基本条件建设。
2024年落实经费148.4万元，用于继续添置有关的图书资料、计算机设备更
新和维护、参加学术交流等。利用我校在原有的实验设备及专业人才优势
，设立物证技术实验室，为司法工作中的物证鉴定提供服务。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26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3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本专业所开各门课程的师资力量已经齐备，以后还将陆续引进年轻博士、
学术带头人，充实和加强本专业的师资力量。建设专业实验室3个，并引进
先进的实验设备和教学软件平台等，以保障实践教学质量，教学实验开出
率100%。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建立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学生宿舍、教室、图书资料等齐备，能够满足教学需要。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电脑 I7 2700/16G/256固态
+1T/WIFI/集成显卡/网
络同传保护卡/27液晶
/WN11

220 2023年 1166

交换机 端口：48个*1 S5735S-
L48T4S-A1

6 2023年 24

学生桌椅 2人桌，长1.6米宽
0.7米高0.75米

110 2023年 132

智慧黑板 尺寸：宽≥4200mm，高
≥1200mm，厚≤95m

3 2024年 108

激光投影仪、幕布、音响 3 2024年 54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