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 

一、学院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简称“北师大”，是教育部直

属公办全日制重点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学校。学校的前身是 1902 年

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 年改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校。1912 年

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 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

所师范大学。2002 年学校迎来百年校庆，同年成为教育部批准的首批拥有本科

专业自主设置权限的六所重点高校之一。百余年来，学校秉承“爱国进步、诚信

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

形成了“治学修身，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 

    法学院成立时间虽短，但已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优秀师资队伍。截至 2012

年 4月，在专任教师中，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2人，入选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1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1人，“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人，担任全国专业学会常务理事以上职务的

5人。教授 20人、副教授 19人、讲师 12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49人，占

教师总数的 98%，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已超过 13%。此外，学院还从国

内外知名学者和专家型领导中聘请了 40名特聘教授和 38名兼职教授。 

    学院下设基础理论法学、宪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民商事法学、经济

法学与环境资源法学以及国际法学等七个教研中心。成立了互联网政策与法律研

究中心和罗马法与当代民法研究中心。目前，学院设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

律硕士学位授予点，在刑法学、诉讼法学和民商法学等专业设置有二级学科博士

点，同时也招收国际法学、法理学、宪法学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拥有刑法学

和诉讼法学方向的博士后招收权限。已形成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的三级人

才培养格局。学院现有在校本科生 216 人、硕士生（含法律硕士生）655 人、博

士生 50人、博士后研究人员 27人。 

    处于跨越式发展阶段的法学院依托北京师范大学这一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

府，秉承“德育英才，法行天下”的院训精神，将继续坚持高起点、研究型、国

际化的发展特色，着力培养一流的法律实务人才和法学高端研究人才，致力于把

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法学教学科研机构。 

 



 

 

二、法学名师 
赵秉志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暨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       

1、主要社会兼职 

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

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法学组成员，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法部社区

矫正工作特邀专家，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

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河南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国家法官学院

河南分院暨河南法官学院名誉院长。 

2、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刑法学、中国区际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等。

长期致力于中国刑法改革、中国刑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港澳台地区刑法暨中国区

际刑法问题以及国际犯罪和国际刑法问题的研究。1988-1997 年间作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刑法修改小组成员，全程参与我国 1997 年刑法典的修订研拟工作。

长期参与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刑法的起草研拟工作；长期参与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司

法解释的论证和重大疑难案件的研究。 

3、代表性著作 

    《犯罪主体论》、《犯罪未遂形态研究》、《刑法改革问题研究》、《刑法基本理

论专题研究》、《死刑改革探索》等个人著作和文集 21 本；主编、合著（译）专

业书籍 300 余种；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和报刊等发表论文 600 余篇，主持国家级、

部委级暨中外合作等各类科研项目 50 余项，科研成果暨个人获得各种奖励 70

余项。 

 张远遑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分党委书记，中国企业家犯罪预

防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法国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

市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法委社会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主

要研究领域为犯罪学、中国刑法与刑事政策。 

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1、以个人专著《现代犯罪学的基本问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获湖

北省人民政府1994－1998年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和《犯罪学原理》（法律出版

社2000年版）为代表，在系统阐述犯罪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犯罪现象

原因论，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与宏观犯罪现象原因相对应的“犯罪人人格、罪前情

景和社会反应”三位一体的犯罪行为生成模式理论。 



2、以《犯罪理念之确立——犯罪概念的刑法学与犯罪学比较研究》（《中国

法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为代表，剖析了与刑法学、犯罪学各自的学科性质、

研究对象和学术功能相对应的犯罪概念，指出了二者区别的实质和联系，从理论

上基本澄清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刑事学科的基石——刑法学与犯罪

学犯罪概念的理论之争（《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 

3、《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限制与废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是迄

今国内第一部综合刑法学和犯罪学知识系统研究非暴力犯罪死刑的个人专著。 

卢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蒙彼埃大学刑事法学博士，国际刑法学协会执行委员、

副秘书长暨中国分会常务副主席，国际犯罪学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获得第十六届北京市五四奖章，入选国家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获中国法学会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

号。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犯罪学、刑事政策、外国刑法。 

主要代表作品： 

1、著作类 

    《刑事政策与刑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刑事政策学》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解读》，中国方正出版社；《刑事政策评论》，

2006年第一卷(总第1卷) 中国方正出版社；《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挪用公款罪专题整理-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代表作品） 

    2、论文类 

    “非专业主义与刑法学的发展”，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第一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刑事政策的概念与方法”，载《欧洲法通讯》第2 辑，法律

出版社；“中国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研究”(La compétence universelle en 

droit pénal chinois)，《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国际研讨会论文，2001年7月2

-3日，法国巴黎；“平庸的邪恶与盲从的犯罪”，载《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

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黄 风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院暨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暨国际刑法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会员暨中国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正局级巡

视员。获得意大利政府“共和国骑士勋章”、意大利总统“仁惠之星”共和国爵

士勋章。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刑法、外国刑法、罗马法。 

 

 

 



 

 

三、考试科目 
公共课：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 202 俄语/ 203 日语 

专业课： 

（一）法学理论 

③法学综合三（宪法、民法总论、刑法总论） 

④法理学 

（二）刑法学 

③法学综合一（法理学基础、宪法、刑事诉讼法） 

④刑法学  

（三）民商法学 

③法学综合五（宪法、法理学基础、民事诉讼法） 

④民商法学（民法、商法）  

其中：知识产权法学 

③法学综合五（宪法、法理学基础、民事诉讼法） 

④知识产权法  

（四）民事诉讼法学 

③法学综合四（宪法、法理学基础、民法总论） 

④民事诉讼法 

（五）刑事诉讼法学 

③法学综合二（法理学基础、宪法、刑法） 

④刑事诉讼法学  

（六）经济法学 

③法学综合五（宪法、法理学基础、民事诉讼法） 

④经济法学(财税法、金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七）国际法学 

③法学综合四（宪法、法理学基础、民法总论） 

④国际法学(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冲突法)、国际经济法)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 

科目名称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707法学综合一（法理

学基础、宪法、刑事

诉讼法） 

《宪法学》第二

版 

张千帆

主编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008 



707法学综合一（法理

学基础、宪法、刑事

诉讼法） 

《法理学》第四

版 

张文显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1 

707法学综合一（法理

学基础、宪法、刑事

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学》第三版 

宋英辉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2012 

708法学综合二（法理

学基础、宪法、刑法） 

《法理学》(第

四版) 

张文显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1 

708法学综合二（法理

学基础、宪法、刑法） 

《宪法学》第二

版 

张千帆

主编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008 

708法学综合二（法理

学基础、宪法、刑法） 

《刑法总论》第

二版 

赵秉志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2012 

708法学综合二（法理

学基础、宪法、刑法） 

《刑法各论》第

二版 

李希慧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2012 

710法学综合三（宪

法、民法总论、刑法

总论） 

《民法》（第四

版） 

魏振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10法学综合三（宪

法、民法总论、刑法

总论） 

《宪法学》(第

二版) 

张千帆

主编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710法学综合三（宪

法、民法总论、刑法

总论） 

《刑法总论》

(第二版) 

赵秉志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715法学综合五（宪

法、法理学基础、民

事诉讼法） 

《宪法学》(第

二版) 

张千帆

主编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715法学综合五（宪

法、法理学基础、民

事诉讼法） 

《法理学》(第

四版) 

张文显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年版 



715法学综合五（宪

法、法理学基础、民

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江伟主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722法学综合四（宪

法、法理学基础、民

法总论） 

《宪法学》(第

二版) 

张千帆

主编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722法学综合四（宪

法、法理学基础、民

法总论） 

《法理学》(第

四版) 

张文显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年 

722法学综合四（宪

法、法理学基础、民

法总论） 

《民法》（第四

版） 

魏振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16刑法学 

《刑法总论(第

二版)》 

赵秉志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2012 

916刑法学 

《刑法各论(第

二版)》 

李希慧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2012 

917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

学(第三版)》 

宋英辉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2012 

922经济法学(财税

法、金融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 

《经济法学》 张守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922经济法学(财税

法、金融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 

《财政税收法》 

刘剑文、

熊伟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922经济法学(财税

法、金融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 

《金融法概论》 吴志攀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22经济法学(财税

法、金融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 

《竞争法》 

种明钊

主编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939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第

四版） 

刘春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47法理学 

《法理学》(第

四版) 

张文显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年 

948民商法学（民法、

商法） 

《民法学》 

江平主

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948民商法学（民法、

商法） 

《民法》（第四

版） 

魏振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10 

948民商法学（民法、

商法） 

《商法总论》 

赵中孚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949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江伟主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950国际法学(国际公

法、国际私法(冲突

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法》 

邵沙平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950国际法学(国际公

法、国际私法(冲突

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 私法》

（第三版） 

李双元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50国际法学(国际公

法、国际私法(冲突

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 张桂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950国际法学(国际公

法、国际私法(冲突

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 

余劲松 

主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四、历年招生人数 
【接收推免生比例或人数：50%左右 】 

专业 2015 2014 2013 
法学理论 4 4 3 
刑法学 2/21 2 3 
民商法学 4 4 4 
诉讼法学 4/7 4 4 
经济法学 2 2 2 
国际法学 3 3 3 

五、历年分数线【自主划线学校】 
年份 政治 英语 专业课一 专业课二 总分 
2014 55 55 90 90 350 
2013 50 50 90 90 350 
2012 55 55 90 90 360 

六、复试详情 
   复试以口试方式进行，学生现场抽签作答；复试满分为 300 分，其中专业知

识 100 分，外语测试 100 分，综合素质测试 100 分。 

    考生自备各种能反映个人能力的材料（原件），面试时提供。务必保证材料

的真实性。 

    复试成绩低于 180 分者不予录取。 

最终录取原则；将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相加在所在二级学科进行排名，由高

到低依次录取。 

法 理 学：法理学、外语水平、综合素质。 
 
国际法学：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外语水平、综合素质。 
 
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外语水平、综合素质。 
 
刑 法 学： 刑法学、外语水平、综合素质。 
 
民商法学：民商法学、外语水平、综合素质。 
 
经济法学：经济法学、外语水平、综合素质。 
 

七、学制与学费 
学制：三年 

学费 

学费标准为 0.8 万元/生.学年，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报到时缴纳，按三学年缴纳 



新生第一年住大运村学生公寓，第二年迁回校内住宿。大运村学生公寓的住宿费

为每人每学年 2300 元，学校将补贴每人 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