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一、项目简介

西北地区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主要储备区在我国的

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本项目的宗旨是，为维护国家安

全和边疆稳定，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加强对西北地区

生态环境的保护，调整和合理分配西北地区跨越式发展中的

各种利益，扩大内陆和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解决维护西北

地区稳定发展中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提供法学智力和

人才支持，用法治来维护西北地区的长久稳定发展与国家安

全。中央政法委为本人才培养项目的主持论证部门，指导项

目的实施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

西北五省（区）党委政法委支持本项目的实施。

该项目是全国法学学科唯一的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

人才培养项目，基于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特

殊需求，以及西北地区政法队伍中相关专家缺乏、智力支撑

不足的状况，为用法治方式维护西北地区的长久稳定发展和

国家安全，研究和解决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存在的

重大现实法律问题，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知识交叉综合、实

践能力突出的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

二、招生专业方向简介

本项目设立“西北地区反恐怖主义法律问题研究”“西

北地区民族宗教法律问题研究”“西北地区环境、资源与经

济社会发展法律问题研究”“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法律问题研



究”“文化安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法治问

题研究”“国家安全学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七个特色鲜明的

研究方向。

方向一：西北地区反恐怖主义法律问题研究。以刑事法

学科为主体，强化与民族学、宗教学、国际政治学、公安学

的交叉融合，依托全国首创的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和“中联部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反恐怖主义研究院（中国

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等平台，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

围绕反恐及反恐法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积极探索学校与反

恐一线政法机关联合培养的新模式，充分体现应用型法学博

士的人才培养特色和学术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形成了贯

通本硕博各层次的反恐法律人才培养体系。

方向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法律问题研究。依托法学

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人权理论等学科，融合民族学、宗

教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依托“中宣部教育部人

权教育与培训国家基地”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中

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民族宗

教研究院、“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陕

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法治与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研究中心”“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

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等机构，围绕中国历代边疆治理

法律制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宗教事务

治理法治化、依法治疆等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开展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方向三：西北地区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法律问题

研究。以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

资源保护法学等学科为主体，依托“陕西省 2011 协同创新

中心法治陕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社会政策与社会舆情评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等平

台，针对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法治推

进、兵团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等法律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教

学与研究。

方向四：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法律问题研究。以国际法学

科为基础，依托“国家级智库基地西北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

究中心”“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中心”

“中国——亚欧法律研究中心暨丝绸之路区域合作与发展

法律研究院”和“中亚法律查明中心”等机构，针对国际商

事争端解决理论与实践、“一带一路”国际经贸法律政策和

涉外法律服务、国际运输与物流经济法律问题开展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方向五：文化安全研究。统合法学、哲学、政治学、文

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资源，依托“省级哲学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政策与社会舆情评价协同创新研究中

心”“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等平台，以总体国家安全观

为指导，以西北地区意识形态安全、传统文化安全、红色文

化安全、先进文化安全、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生

活方式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问题

为研究重点，培养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的理论研究人才和实际



工作人才。

方向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法治问题研究。本

方向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和法学理论素

养，具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分析和阐释全面依

法治国、国家安全、国家治理、边疆治理中的法学理论、法

治实践问题能力，能够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的高

层次法治工作人才。

方向七：国家安全学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以国家安全法、

反恐法学科为主体，注重与民族学、宗教学等的交叉融合，

依托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反恐怖主义研究

院（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教育部中南亚研究中心、

西北地区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法治研究中心（陕西省哲社重

点研究基地）、国家安全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院、马克思

主义宗教学研究基地等平台，围绕大局大事大势，聚焦非传

统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涉疆涉中亚、涉美舆论战、民

族宗教等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建

设学科、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形成了贯通本硕博各层次的

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