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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湖南科技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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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8-18

专业负责人： 包红光

联系电话： 13037472440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湖南科技学院 学校代码 10551

学校主管部门 湖南省 学校网址 www.huse.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湖南永州零陵区杨梓塘
路130号

邮政编码 42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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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þ公办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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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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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陵师专、零陵学院

建校时间 1941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02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合格评估 通过时间 2012年12月

专任教师总数 978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404

现有本科专业数 51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415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3932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89.24%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湖南科技学院1941年创建，2002年升格本科，现为集八大学科于一体的公
办全日制综合性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现有教学学院14个，普通本科专业
51个。现有教职工近1220人，具有硕博学位980余人，入选湖南省政府特
殊津贴、“湖湘青年英才”支持计划、湖南省“121人才”工程人选等
100余人。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学校近五年共增设9个专业，包括摄影、建筑学、文化产业管理、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网络与新媒体、智能制造工程、
跨境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停招5个专业，包括从2018年开始停招的统计
学和戏剧影视文学，2018年停招但2019年开始招生的建筑学，2019-
2020年停招的教育技术学；2021年开始停招的广播电视学；2023年撤销统
计学和戏剧影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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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院系名称 文法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法学 开设年份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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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的就业范围很广，主要的就业方向为大中型
企业的会计审计部门、法务、风险控制部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
款风险业务岗位等；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民营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岗
位；政府职能部门中的财政、市场管理、海关，还有社会服务机构中的信
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也可从事国
家立法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及法律服务机构等部门
（单位）的法律工作。

人才需求情况

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是以开展化解信用管理领域法律风险、妥善
处置矛盾纠纷，保障经济安全，增强社会诚信，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科学
研究与人才培养为宗旨开设的专业。
当前，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发展非常迅速，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行业对信
用管理和法律防控方面的人才非常渴望，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业出于管
理和风险防控的需要，其人才需求也异常强烈。但是兼具金融管理知识和
法律知识的专门人才却相当匮乏，迄今为止，全国只有几所高校的相关专
业的毕业生刚刚进入就业市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 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
和标准体系,基本建成以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纲要还明确要求，全国80%以上的大型企业和50%以上的小企业都要建立
贯穿企业经营和交易各个环节的信用管理制度，实际上绝大多数企业还不
能满足这一要求。2015年，信用管理师这一新型职业被纳入我国正式职业
门类；2021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颁布了“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标志着这一崭新的职业类别已被纳入国家专业人才培养目录。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
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2022年11月1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征求意见稿）》提到，要建立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信用红黑名单制度、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可以预见，未
来若干年，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人才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国家商务部统计，今后5年内，我国将至少需要50万名信用管理经理
，200万名信用管理人员，因此，该专业的人才需求和供给缺口极大。在
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律防控人才同样是各类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都强
烈需要的。永州市于2023年8月成功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可以想见，未来若干年，永州市对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的人才
需求也会进一步增大。
为申报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这一新专业，近几年，我们陆续对永州市
范围内的相关金融机构、风险投资与管理机构、企业、律师事务所、法院
、检察院、政府职能部门等用人单位进行了广泛调研，了解到这些用人单
位对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人才的需求均十分迫切，所需人才的学
历层次集中在本科以上，其中本科约占九成，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约占
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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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预计升学人数 6

预计就业人数 34

中国银行永州市分行 2

中国农业银行永州市分
行 3

中国建设银行永州市分
行 3

中国工商银行永州市分
行 3

长沙银行永州分行 2

永州农村商业银行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永州 3



市分行

华融湘江银行永州市分
行 3

祁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

人和人（永州）律师事
务所 1

湖南九子龙律师事务所 1

弘一（永州）律师事务
所 1

湖南杰联律师事务所 1

广东法聪律师事务所 1

广东平威律师事务所 1

永州市福瑞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

永州市联众投资有限公
司 2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湖南科技学院

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法学学科 专业类：法学类 专业代码：030104T）

一、培养目标

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信用

体系建设的时代需要，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既懂法律又懂经济管理，掌握信用风

险法律防控专业知识，能够防范化解信用管理领域法律风险、善于处置经济矛盾

纠纷，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理论功底扎实，能在金融机构、

信用服务机构、法律部门、各级政府部门等从事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工作，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风险管理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复合型信用法治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主要学习法学和管理学方面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信用风险法律防

控基本理论与实践操作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理论分析和实务操作的基本能力。

通过学习，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知识标准

1-1：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1-2：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

1-3：熟悉法律专业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信用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

2.能力标准

2-1：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和更新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

2-2：具备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专业实务之

中的基本技能；

2-3: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

2-4: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外语能力。

3.素质标准

3-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2: 热爱本专业，接受严格的专业思维训练，具有完整的知识结构，有求实



创新和进取精神；具有较强的信用风险管理法律问题的观察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对本专业学科范围内的理论新发展及其动向有一定的了解；

3-3:具备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三、主干学科

法学、管理学

四、专业核心课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宪法学、法理学、社会信用法概论、民法总论、刑法

总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企业风险管理、民法分

论（上、下）、刑法分论、商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管理学原理、信用

信息法

五、学制与学位

1.学制四年，实行有限学分制，修读年限不超过六年。

2.学生修完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取得规定的学分，成绩符合学士学

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六、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修满本方案规定的 156.5-159 学分，否则不予毕

业。其中：

必修课程 124.5-127学分，包括：通识必修课程 40.5-43学分、学科基础课程

28 学分、专业核心课程 34 学分、创新创业基础课程 3 学分、集中实践环节 19

学分。

选修课程 32学分，包括：通识选修课程 8 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24学分。

修满学分，达到一定条件，符合学位授予的相关规定，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七、集中实践环节

教育实习/专业实习 8

专业见习 (社会调查) 1 文科不低于 1 学分，理工科不低于 2 学分

社会实践 2 学分， 由学工部和校团委进行审核，不计入专业总学分

军事技能 2



课程设计 (论文) 建议每个专业设置 1-3 门课程，每门课程设置 1-2 个学分

素质拓展与创新创业
包括体验式与课外创新活动 5 学分，由学工部和创新创业

学院进行审核，不计入专业总学分

毕业论文 (设计) 8

第二课堂实践 依据第二课堂相关文件开展。

合计 19

八、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与实现矩阵

1-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M)；宪法学(M)；社会信用法概论(H)；法理学(M)；

民法总论(M)；刑法总论(M)；刑事诉讼法(M)；民事诉讼法(M)；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M)；企业风险管理(M)；民法分论(上)(M)；刑法分论(M)；

商法学(M)；国际法(M)；民法分论(下)(M)；管理学原理(M)；经济法学(M)；

信用信息法(M)；劳动与社会保障法(M)；知识产权法(M)；不良资产管理(H)；

毕业设计(论文)(H)

1-2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宪法学(H);社会信用法概论(H)；法理学(H)；民法总

论(H)；刑法总论(H)；刑事诉讼法(H)；民事诉讼法(H)；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H)；

企业风险管理(H)；民法分论(上)(H)；刑法分论(H)；商法学(H)；国际法(H)；民法分

论(下)(H)；管理学原理(H)；经济法学(H)；信用信息法(H)；劳动与社会保障法(H)；

知识产权法(H)；专业见习(H)；专业实习(H)；毕业设计(论文)(H)

1-3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宪法学(H)；社会信用法概论(H)；法理学(H)；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H)；民法分论(上)(H)；刑法分论(H)；商法学(H)；国际法(H)；

民法分论(下)(H)；管理学原理(H)；经济法学(H)；信用信息法(H)；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H)；知识产权法(H)；专业见习(H)；专业实习(H)；毕业设计(论文)(H)

2-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宪法学(M)；社会信用法概论(M)；法理学(H)；

民法总论(M)；刑法总论(M)；刑事诉讼法(M)；民事诉讼法(M)；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M)；企业风险管理(M)；民法分论(上)(M)；刑法分论(M)；商

法学(M)；国际法(M)；民法分论(下)(M)；管理学原理(M)；经济法学(M)；

信用信息法(M)；劳动与社会保障法(M)；知识产权法(M)；专业见习(H)；

专业实习(H)；毕业设计(论文)(H)



2-2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宪法学(H);社会信用法概论(H)；法理学(H)；民法总

论(H)；刑法总论(H)；刑事诉讼法(H)；民事诉讼法(H)；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H)；

企业风险管理(H)；民法分论(上)(H)；刑法分论(H)；商法学(H)；国际法(H)；民法分

论(下)(H)；管理学原理(H)；经济法学(H)；信用信息法(H)；劳动与社会保障法(H)；

知识产权法(H)；模拟法庭(H)；法律文书写作(H)；法律逻辑(H)；不良资产管理(M)；

专业见习(H)；专业实习(H)；毕业设计(论文)(H)

2-3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宪法学(M)；社会信用法概论(L)；法理学(H)；

民法总论(M)；刑法总论(M)；刑事诉讼法(M)；民事诉讼法(M)；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M)；企业风险管理(H)；民法分论(上)(M)；刑法分论(M)；商法

学(M)；国际法(M)；民法

分论(下)(M)；管理学原理(M)；经济法学(M)；信用信息法(M)；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M)；知识产权法(M)；不良资产管理(L)；专业见习(H)；专业实习(H)；

毕业设计(论文)(H)

2-4
国际法(L)；信用信息法(L)；专业见习(H)；专业实习(H)；毕业设计(论文)(H)

3-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宪法学(H);社会信用法概论(H)；法理学(H)；民法

总论(M)；刑法总论(M)；刑事诉讼法(L)；民事诉讼法(L)；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M)；企业风险管理(L)；民法分论(上)(L)；刑法分论(L)；商法学(L)；国

际法(L)；民法分论(下)(L)；管理学原理(L)；经济法学(L)；信用信息法(L)；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L)；知识产权法(L)

3-2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宪法学(H);社会信用法概论(H)；法理学(H)；民法总

论(H)；刑法总论(H)；刑事诉讼法(H)；民事诉讼法(H)；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H)；

企业风险管理(H)；民法分论(上)(H)；刑法分论(H)；商法学(H)；国际法(H)；民法分

论(下)(H)；管理学原理(H)；经济法学(H)；信用信息法(H)；劳动与社会保障法(H)；

知识产权法(H)；模拟法庭(H)；法律文书写作(H)；法律逻辑(H)；不良资产管理(M)；

专业见习(H)；专业实习(H)；毕业设计(论文)(H)

3-3 宪法学(L)；企业风险管理(L)；军事技能(H)

注：课程对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的支撑，支撑强度分别用 “H (高 ) 、M ( 中 ) 、L ( 弱 ) ”

表示， 用括弧标记到课程后面。



九、课程结构与学时学分统计表

专 业

名

称

课程模块

必修/选修合计
占毕业

总学分

比例

必 修 选 修
学时(周数)

合计

学 分

合

计

门

数

学时

(周数)

学

分

学

时
学分

法 学

专

业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26 780 43 128 8 908 51 32.1%

学科教育平台课程 10 448 28 — — 448 28 17.6%

专业与专业方向课程 14 560 34 384 24 944 58 36.5%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4 48 3 48 3 1.9%

集中实践环节 4 28 周 19 — — 28 周 19 11.9%

合 计 58 1836+28 周 127 512 32 2348+28 周 159 100%

必修、选修课程学时(学分)

占总学时 (学分) 比例
—

81.7% 79.

9%

18.

3%
20.1% 100%

集中实践环节

占总学时比例
33.3%—37.7%

注
1.统计实践教学环节占总学时的比例时，含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单设实验课、课内上机
及实验学时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按每周 16 学时计) ；
2.“选修课程”学分占毕业总学分比例(≥20%)；
3.“实验实践环节”学分占毕业总学分比例(文科类≥20%、理工类≥25%)。

十、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实现关系矩阵图

知
识

要

求

1-1 H

1-2 H H

1-3 H M M

能

力

要

求

2-1 H M

2-2 H

2-3 H

2-4 H

素

质

要

求

3-1 H M

3-2 H H

3-3 H M



十一、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实现关系矩阵图

（一）通识教育平台课程部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20T0000001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H M M M H L L

20T0000002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H M M M H L L

20T0000003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M M M H L L

20T0000004
思想道德与法

治
H M M M M M H L H

20T0000005
形势与政策

(一)

H L M L

20T0000006
形势与政策

(二)

H L M L

20T0000007
形势与政策

(三)

H L M L

20T0000008
形势与政策

(四)

H L M L

20T0000009
形势与政策

(五)

H L M L

20T0000010
形势与政策

(六)

H L M L

20T0000011
形势与政策

(七)

H L M L

20T0000012
形势与政策

(八)

H L M L

20T0000013
大学语文

H M L M L



20T0000014
军事理论

H L M L

20T0000015
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
H H

20T0000028
大学计算机基

础(一)
H M L H

20T0000029
大学计算机基

础(二)
H M L H

20T0000016
大学英语A

(一)

H M H

20T0000017
大学英语A

(二)

H M H

20T0000018
大学英语A

(三)

H M H

20T0000019
大学英语A（四）

（A-E）
H M H

20T0000024
大学体育(一)

M H

20T0000025
大学体育(二)

M H

20T0000026
大学体育(三)

M H

20T0000027
大学体育(四)

M H

20T0000030
安全教育

H

( 二 ) 学科教育平台课程部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20B0401001 宪法学 M H H M H M H H L

20B0401002 社会信用法概论 H H H M H L H H

20B0402003 法理学 M H H H H H H H



20B0402004 民法总论 M H M H M M H

20B0402005 刑法总论 M H M H M M H

20B0403006 刑事诉讼法 M H M H M L H

20B0404007 民事诉讼法 M H M H M L H

20B0406008
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
M H H M H M M H

20B0403009 企业风险管理 M H M H H L H L

20B0401051
习近平法治思

想概论
M H H H H H H H

( 三 ) 专业与专业方向课程部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20M0403010 民法分论 (上) M H H M H M L H

20M0403011 刑法分论 M H H M H M L H

20M0403012 商法学 M H H M H M L H

20M0403013 国际法 M H H M H M L L H

20M0404014 民法分论(下) M H H M H M L H

20M0404015 管理学原理 M H H M H M L H

20M0405016 经济法学 M H H M H M L H

20M0405017 信用信息法 M H H M H M L L H

20M0405018
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
M H H M H M L H

20M0407019 知识产权法 M H H M H M L H



20M0404020 模拟法庭 H H

20M0405021 法律文书写作 H H

20M0404022 法律逻辑 H H

20M0401023 不良资产管理 H M L M

( 四 )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部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20E0000001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

( 一 )

M H

20E0000002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

( 二 )

M H

20E0000003 创业基础 M H

20E0400004
创新思维方法

与训练
M H

( 五 )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1-1 1-2 1-3 2-1 2-2 2-3 2-4 3-1 3-2 3-3

20F0000001 军事技能 M H

20F0405048 专业见习 H H H H H H H

20F0406049 专业实习 H H H H H H H

20F0408050
毕业设计 (论

文)
H H H H H H H H

注：根据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编制本表，“课程



体系支撑毕 业要求实现关系矩阵”应覆盖所有必修环节，开设各课程 (理论课程、实

践课程) 应对毕业要求达 成具有一定支撑作用。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

“H (高) 、M ( 中 ) 、L ( 弱 ) ” 表示，支撑强度的含义是：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

点的多寡，H 至少覆盖 80%，M 至少覆盖 50%， L 至少覆盖 30%。不必全部支撑，不可

能全部支撑，须明确高支撑。

十二、课程安排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学时/实践

实验学时
周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备注

通
识
必
修
课
程

20T000000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本原理
3 48 40/8 4 3 考试

20T0000002
中 国 近 现 代

史纲要
3 48 40/8 4 1 考试

20T0000003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5 80 68/12 5 4 考试

20T0000004
思 想 道 德 与

法治
3 48 40/8 4 2 考试

20T0000005
形势与政策

(一 )
8 4/4 1 考查

20T0000006
形势与政策

(二 )
0.5 8 4/4 2 考查

20T0000007
形势与政策

(三 )
8 4/4 3 考查

20T0000008
形势与政策

(四 )
0.5 8 4/4 4 考查

20T0000009
形势与政策

(五 )
8 4/4 5 考查

20T0000010
形势与政策

(六 )
0.5 8 4/4 6 考查

20T0000011
形势与政策

(七 )
8 4/4 7 考查



20T0000012
形势与政策

(八 )
0.5 8 4/4 8 考查

20T0000013 大学语文 2 32 26/6 2 2 考试

20T0000014 军事理论 2 32 32/0 4 1 考查

20T0000015
大 学 生 心 理

健康教育
2 32 28/4 2 1 考查

20T0000016
大学英语

A(一) 3 48 24/24 4 1 考试

20T0000017
大学英语

A(二) 4 64 32/32 4 2 考试

20T0000018
大学英语

A(三) 4 64 32/32 4 3 考试

20T0000019
大学英语(四)

( A- E)
2.5 40 20/20 3 4 考查

20T0000024 大学体育(一) 1 28 4/24 2 1 考试

20T0000025 大学体育(二) 1 32 4/28 2 2 考试

20T0000026 大学体育(三) 1 32 4/28 2 3 考试

20T0000027 大学体育(四) 1 32 4/28 2 4 考试

20T0000028
大 学 计 算 机

基础(一)
1.5 24 12/12 2 1 考试

20T0000029
大 学 计 算 机

基础(二)
2 32 16/16 2 2 考试

20T0000030 安全教育 1 考查

合计
40.

5-4

3

740-78

0

458/32

2438/3

02

52

通识选修课程通识选修课程由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程和网络通识课程两部分组成，课程设置

清单详见《湖南科技学院通识教育课程(全校公共选修课程和网络通识课程)一览表》

学校修读建议：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程修读，尽量跨专业和学院选课，以拓宽知识面，提高

自身素质；网络通识课程，文科专业学生必选“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模块中的一门课程，理工

科专业学生必选“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模块中的一门课程，不得选修与专业培养计划相同或相

近的课程。

学

科 20B0401001 宪法学 3 48 48/0 3 1 考试



基

础

课

程

20B0401002 社会信用法概

论

3 48 48/0 3 1 考试

20B0402003 法理学 3 48 48/0 3 2 考试

20B0402004 民法总论 3 48 38/10 3 2 考试

20B0402005 刑法总论 3 48 38/10 3 2 考试

20B0403006 刑事诉讼法 3 48 38/10 3 3 考试

20B0404007 民事诉讼法 3 48 38/10 3 4 考试

20B0406008
行 政 法 与 行

政诉讼法
3 48 40/8 3 6 考试

20B0403009 企业风险管理 2 32 32/0 2 3 考试

20B0401051
习 近 平 法 治

思想概论
2 32 32/0 2 1 考试

合计 28 448 400/48 28

专

业

与

专

业

方

向

课

程

程

与

专

业

方

向

20M0403010 民法分论(上) 3 48 38/10 3 3 考试

20M0403011 刑法分论 3 48 38/10 3 3 考试

20M0403012 商法学 3 48 38/10 3 3 考试

20M0403013 国际法 3 48 48/0 3 3 考试

20M0404014 民法分论(下) 3 48 38/10 3 4 考试

20M0404015 管理学原理 2 32 26/6 2 4 考试

20M0405016 经济法学 3 48 38/10 3 5 考试

20M0405017 信用信息法 2 32 26/6 2 5 考试

20M0405018
劳动与社会

保障法
2 32 26/6 2 5 考试

20M0407019 知识产权法 3 48 38/10 3 6 考试

20M0404020 模拟法庭 1 32 0/32 2 4 考查



课

程

20M0405021 法律文书写作 2 32 4/28 2 5 考查

20M0404022 法律逻辑 2 32 26/6 2 4 考查

20M0401023 不良资产管理 2 32 16/16 2 1 考查

合计 34 560 400/160 35

20M0404024 家事法律实务 2 32 16/16 2 4 考查

六门

选三

门

20M0404025
侵权责任法律

实务
2 32 16/16 2 4 考查

20M0404026 财税法 2 32 32/0 2 4 考查

20M0404027 刑事办案实务 2 32 16/16 2 4 考查

20M0404028 金融学 2 32 32/0 2 4 考查

20M0404029 合同法律实务 2 32 16/16 2 4 考查

20M0405030
法律风险分析

与防控
2 32 32/0 2 5 考查 六门

选三

门20M0405031
证据法学及

实务
2 32 16/16 2 5 考查

20M0405032 大数据征信实务 2 32 16/16 2 5 考查

20M0405033 刑事案例选讲 2 32 16/16 2 5 考查

20M0405034 法律英语 2 32 32/0 2 5 考查

20M0405035 担保法律实务 2 32 16/16 2 5 考查

20M0406036 刑事侦查实务 2 32 16/16 2 6 考查

六门

选三

门

20M0406037 民事办案实务 2 32 16/16 2 6 考查

20M0406038
经济法案例

选讲
2 32 16/16 2 6 考查

20M0406039 仲裁法 2 32 26/6 2 6 考查

20M0406040
社会热点法律

事件评析
2 32 16/16 2 6 考查



20M0406041 失信惩戒法 2 32 26/6 2 6 考查

20M0407042
公 司 法 案 例

选讲
2 32 16/16 2 7 考查

六门

选三

门

20M0407043 公务员法 2 32 32/0 2 7 考查

20M0407044 人力资源管理 2 32 32/0 2 7 考查

20M0407045 信用法律实务 2 32 26/6 2 7 考查

20M0407046 法考实务 2 32 16/16 2 7 考查

20M0407047 统计学原理 2 32 32/0 2 7 考查

合计 24 384
334-202/

50-182
24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课

程

课
程

20E0000001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

(一 )
0.5 8 6/2 1 考查

20E0000002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

(二 )
0.5 8 6/2 6 考查

20E0000003 创业基础 1 16 6/10 4 考查

20E0400004
创 新 思 维 方

法与训练
1 16 6/10 3 考查

合计 3 48 24/24

备注：

集
中

实

践
环

节

20F0000001 军事技能 2 2周 2 1

20F0405048 专业见习 1 2周 2 5

20F0406049 专业实习 8 12周 12 7

20F0408050 毕业设计(论文) 8 12周 12 8

合计 19 28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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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32 2 张恒艳、谷利民、管敏 1

宪法学 48 3 钟云萍 1

法理学 48 3 谢水顺 2

社会信用法概论 48 3 史强 1

民法总论 48 3 熊明高、黄栋梁、徐宏 2

刑法总论 48 3 佘国满 2

民事诉讼法学 48 3 扈彩霞 4

刑事诉讼法 48 3 莫社平、王锐 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48 3 钟云萍 6

企业风险管理 32 2 曹忠红 3

商法学 48 3 唐苏铃 3

经济法学 48 3 唐苏铃、唐春艳 5

知识产权法学 48 3 包红光 6

管理学原理 32 2 周芳检 4

信用信息法 32 2 石新中 5

民法分论（上） 48 3 熊明高、徐宏 3

民法分论（下） 48 3 黄栋梁 4

刑法分论 48 3 肖文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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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云萍 女 1968-11 宪法学、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学

其他正高
级 湘潭大学 法学 硕士 宪法行政

法 专职

佘国满 男 1967-08 刑法学 教授 湘潭大学 法学 硕士 刑法学 专职

周芳检 男 1975-07 管理学原理 教授 湘潭大学 管理学 博士 公共管理 专职

袁岳驷 男 1974-07 金融学 教授 西南财经
大学 经济学 博士 金融风险

防控 专职

尹向东 男 1976-01 大数据征信实务 教授 华中师范
大学大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硕士 计算机技

术 专职

潘剑锋 男 1968-02 法律职业伦理 教授 中南大学 伦理学 硕士 伦理学 专职

包红光 男 1981-09 知识产权法学、劳动
与社会保障法学 副教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法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学 专职

黄栋梁 男 1982-08 国际私法学、民法学 副教授 湖南师范
大学 法学 博士 民法学 专职

王建雄 男 1981-01 国际法学 副教授 厦门大学 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张恒艳 女 1979-08 民事诉讼法 副教授 湘潭大学 法学 硕士 诉讼法学 专职

汪晓艳 女 1975-08 国际法学 副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 法学 硕士 国际法学 专职

曹忠红 男 1971-01 企业风险管理、统计
学原理 副教授 武汉科技

大学 管理学 博士 企业安全
管理 专职

谢水顺 男 1966-08 法理学 副教授 广西师范
大学 法学 硕士 法理学 专职

王锐 男 1974-12 刑事诉讼法 讲师 湘潭大学 法学 博士 犯罪学 专职

吴小平 男 1979-01 国际法学 讲师 湖南师范
大学 法学 博士 国际法学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管敏 女 1979-09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讲师 华中师范
大学 法学 硕士 法理学 专职

蒋甲樱 女 1989-01 不良资产管理 讲师 昆明理工
大学 管理学 硕士 财务管理 专职

熊明高 男 1978-04 民法学 讲师 武汉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学 专职

肖文涛 男 1987-11 刑法学 讲师 西北政法
大学 法学 硕士 刑法学 专职

莫社平 男 1968-09 证据法学、法律文书
写作 讲师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法学 硕士 刑事诉讼
法学 专职

扈彩霞 女 1987-05 民事诉讼法 讲师 西北大学 法学 硕士 诉讼法学 专职

唐苏铃 女 1996-09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助教 湘潭大学 法学 硕士 信用法学 专职

徐宏 男 1995-01 民法学 助教 湘潭大学 法学 硕士 民商法学 专职

谷利民 男 1979-05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讲师 中南大学 伦理学 博士 习近平法
治思想 专职

唐春艳 女 1988-09 经济法学 讲师 湘潭大学 法学 硕士 经济法学 专职

石新中 男 1968-07 信用信息法 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法学 博士 信用管理

学 兼职

肖伟志 男 1975-03 信用法律实务 教授 南京大学 法学 博士 信用法学 兼职

顾敏康 男 1971-04 法律风险分析与防控 教授 乌伊拉姆
特大学 法学 博士 信用风险

管理 兼职

史强 男 1977-06 社会信用法概论、 教授 厦门大学 法学 博士 刑法学 兼职

刘友华 男 1977-02 失信惩戒法 教授 中国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知识产权

法 兼职

专任教师总数 25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11 比例 36.67%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8 比例 60.00%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30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4 比例 46.67%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5 比例 16.67%

36-55岁教师数 23 比例 76.67%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5:25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8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20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周芳检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经管学院

院长

拟承
担课程 管理学原理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南科技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7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应急管理、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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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团队建设项目、湖南省教学改革项目、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等教学
改革项目8项，发表教改论文8篇。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湖南省教育
厅重点项目和湖南省教科规划项目各1项，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
企业委托横向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
等省级以上课题10余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各
1部，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CSSCI源刊论文7篇，国家级报4篇），研
究成果《用大数据提升地方政府应急决策能力》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社科动态》转载，《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跨部门协同治理》
等11份成果被政府领导或权威部门采纳或推介；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担任省级特色应用学科和湖南省高校重点研究基地方向带头人，“工商
管理”校级重点应用特色学科和“融湾兴永乡村振兴学科团队负责人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7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基本》《社
会学概论》，320课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9

姓名 包红光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文法学院

副院长

拟承
担课程 知识产权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南科技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21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版权法、信用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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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2022年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地方高
校法学专业“双师多域协同”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主持2022年教育部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3项，2023年教育部就业育人项目1项，湖南科技学院
教学成果三等奖（2016），湖南科技学院优秀教学质量奖（2022），湖南
科技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竞赛三等奖（2023）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在《人民论坛》、《中国教育学刊》、《科技与法律》、《中国社会科学
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2部，主持省级科研项目6项，《从
“PRETUL”案到“HONDA”案：涉外定牌加工
商标侵权判定的体系化审视与立法应对》一文获《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
度好文章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2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12



 

 

 

 

 

 

究经费
（万元） 费（万元）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知识产权法学》《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学》《民法学》，300课
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0

姓名 钟云萍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其他正高
级 行政职务 文法学院

教师

拟承
担课程 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南科技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6年毕业于湘潭大学法律硕士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法治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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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和参与省级、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多项，发表教改论文数篇，曾获
湖南科技学院优秀教学质量奖、教学贡献奖、课堂教学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先后在《社会科学家》、《求索》、《理论与改革》、《湖南社会科学》
、《前沿》、《船山学刊》等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主
持省社科联课题《宪法与人权保障研究》一项，省教育厅课题一项，参与
省社科基金课题多项。撰写
著作《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一部。撰写的
《高校依法治校，应强化师生的道德教育》荣获湖南省法学会指导、永州
市法学会举办的“九疑山法治论坛”二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3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学》，600课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0

姓名 黄栋梁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文法学院

教师

拟承
担课程 民法学、国际私法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南科技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国际私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比较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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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和参与省级、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多项，发表教改论文数
篇，曾获湖南科技学院优秀教学质量奖、课堂教学竞赛一等奖、研讨式教
学比赛一等奖、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成果三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评审委员会项目、湖南省
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等省级项目3项，在《求索》、《时代法学》等国家级
、省级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2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3



究经费
（万元） 费（万元）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民法学》、《国际私法》
，70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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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132（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财政拨款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23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26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建设规划：
1.五年内建设完成文科实习实训中心；
2.五年内建设完成大模拟法庭（学术会议中心）；
3.逐步完善教师教学设备（智能化、数字化、移动化）；
4.完善学生课外自主学习场所及图书、网络资料；
5.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保障措施：
1.加强党建工作，坚持立德树人，为专业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2.加强课程思政，坚持学生优先，为专业建设提供扎实思想保障；
3.加强师德建设，坚持从严管理，为专业建设提供优秀师资保障；
4.加强基础建设，坚持持续投入，为专业建设提供坚实物质保障。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数码相机 富士XT3011/15-45 1 2023年 9.31

数码摄像机 佳能XA25 3 2015年 55.5

HP1020打印机 HP1020 Plus 2 2017年 2.6

HP打印Y一体机 HP1020 10 2015年 11.8

HP电脑 HP 1 2014年 4.8

奥图码投影仪 DX673 1 2008年 6.58

办公椅 仕蒂龙 31 2014年 8.68

办公桌 仕蒂龙 24 2014年 16.32

八路强电控制器 K-POWER 8II 1 2015年 3

奥图码投影仪 DX673 1 2008年 6.58

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air 14 1 2022年 4.99

笔记本电脑 华为MateBook14 2 2022年 6.2

联想小新air 14iwl 1 2022年 5.3

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V1000FHD 2 2015年 10

综合 1 2018年 62

法律实训室（法律诊所）及附属设
备

综合 1 2015年 28

便携式摄像机 SONY PXW-Z280 1 2020年 42.18

触摸一体机 夏普LCD-70X6600A 3 2015年 33.8

打印机 夏普3108 1 2014年 21

多功能一体机 HP M227fdn 1 2022年 3.55

高清会议摄像机 DH-300S 4 2015年 7.2

高清投影机 松下PT-BW480 1 2015年 12

汉字速录机 亚伟YW-II 8 2015年 28

可编程控制主机 K-XPCII-T 1 2015年 9.5

录播主机 奥威亚A5 1 2015年 48



夏普复印机 AR-256L 1 2010年 12.2

经管类专业综合实训室及附属设备
、模拟软件

综合 1 2018年 1600

金融交易模拟实训室及附属设备、
模拟软件

综合 1 2016年 1500

财务综合决策实训室及附属设备、
模拟软件

综合 1 2018年 1900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