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法学院简介（006 法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起源于 1953 年 9 月成立的中原大学政法学院，至今已有近 60

年的办学历史。1953 年 4 月，以中原大学政法学院为基础，合并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湖

南大学的政法系科，成立中南政法学院。1958 年 10月，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学院、中

南政法干校、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成立湖北大学，上述政法类院、校、系组成湖北大学的法

律系；至 1977 年演变为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并于当年招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法律专

业本科生。1984 年 12 月，以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为基础，中南政法学院正式恢复。2000

年 5 月，中南财经大学、中南政法学院合并组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并以原中南政法学院的

主体和原中南财大法律系组成法学院。 

  学院教学与科研机构完善：下设理论法学系、宪法与行政法学系、诉讼法学系、民商法

学系、经济法学系、国际法学系，国际经济法学系及一个实践教学中心，设有国家重点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法学研究中心、湖北地方立法研究中心及司法考

试研究与培训中心。此外，学院成立了法律史研究所、宪政理论研究所、民商法典研究所、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经济法研究所、欧洲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军事法研究所、环境资源法研

究所、人权研究所、侵权行为法研究所等十余个科研机构。取得了博士、硕士、学士及第二

学士学位授予权和接受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学位授予权。 

  学院现有普高本科生 3200 余人，博士生 200 余人，硕士生 1700 余人；法学专任教师

190 余人，教授 41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3 人，副教授 69 人。近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

国内法学界有相当学术影响的优秀中青年学者。 

  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已取得一系列历史性重大突破：现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在民

商法学、法制史和宪法与行政法学等九个二级学科均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同时也拥有法学一

级学科硕士点，拥有法学理论、法律史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诉讼法学、民商法学、经济

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等 8 个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30 多个

研究方向。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民商法重点学科；在已拥有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律史、

经济法学等多个部省级重点学科的前提下，2008 年，法学学科又整体获得湖北省一级重点

学科殊荣，与此同时，民商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分别获得湖北省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称号；

此外，法学学科在全国“211 工程”院校三期重点项目的申报上以全优的成绩获得广泛认同。 

   学院在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长足进步：现拥有知识产权国家级教学团队；

拥有国家级法学实验中心；拥有四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分别是知识产权法学、民商法学、宪

法学和国际法学；拥有中国法制史等十余门省级精品课程和校级精品课程；学院形成了科研

与教学、理论与实践、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办学特色。2000 年以来，学院获得科

研成果奖近 2600 余项；培养硕士研究生千余人；授予学士学位 17000 余人。 

  学院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渠道畅通：在国外分别与美、德、意等 10 多个国家的

法律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在国内，与港、澳、台及内地各法律院校和研

究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多次主办、承办和协办全国性的

学术会议。 

  学院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南湖校区，校园内小南湖碧波荡漾，九孔桥横卧其上，杨柳依依，

绿草如茵；经常性的高水平法学讲座和多样化的校园文化活动，更使校园洋溢着浓浓的学风，

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场所。 



007 刑事司法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溯源于 1948 年 9 月成立的中原大学政法学院，至今已

有 60 年的办学历史。2000 年，在原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法律系的基础上，成立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公安学院。2009 年 3月，为顺应法学教育、公安教育改革形势

之需要，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公安学院与原法学院刑法学系为基础，组建成立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我院拥有完整的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人才培养体系，本科专业设法学专业刑事司法方

向、侦查学专业、治安学专业、边防管理专业，拥有刑法学、侦查学二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

点，刑法学、侦查学、治安学三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刑法学为湖北省重点学科。我

院拥有一支职称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年龄结构合理、学缘多样化、治学态度严谨、学术

造诣较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和勤恳工作、乐于奉献的管理队伍。其中博士生导师 8

人，硕士生导师 30 人（刑法学专业 17人，侦查学 9人、治安学 6 人），教授 14 人，副教

授 16 人。全院教师承担或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

育部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共 60 余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司法部优秀法学成果奖三等奖、钱端生

法学成果奖三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奖三等奖、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省

部级科研成果奖 20 余项。 

我院依托我校法学学科和国家级法学实验中心，拥有模拟法庭等多种法学实验设施，为

学生开展法学实验教育、培养法律思维与实践操作能力提供了充分的设施。法学图书馆资料

丰富，藏书特色以法学、侦查学、治安学及边防管理专业为主，突出学术性、理论性。 

我院十分注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成功举办了多次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研讨

会，教师中先后有 20余人次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出访国外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的

专业学术交流。 

015 知识产权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知识产权学院)为国内最早从事知识产权教学与

研究的机构之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知识产权教

学团队”和国家级精品课程《知识产权法学》，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知识产权专家吴汉东教授

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31 次集体学习上讲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

法律和制度建设”。中心（学院）先后设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知识产权司

法鉴定所、湖北省创新型知识产权研究生培养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培训（湖北）基地、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国家版权局 “国际版权研究基地”。由中心（学院）主办的

“知识产权南湖论坛”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知识产权国际高端峰会。2009 年，教育部

研究生创新项目“知识产权暑期学校”顺利实施。2010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资助中

心（学院）每年主办“全国研究生知识产权暑期学校”。 2010 年，中心在教育部对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第二次评估中被评为优秀。中心（学院）已经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知

识产权法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法律硕士以及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的多层次知识产权专门

人才培养体系。 

二、法学院名师 

导师姓名  技术职务 导师类别 专 业【研究方向】 其它备注 

张正

平   

副教授 博（硕）导师 

法理学，西方法理

学 

理论法学系副主任 

张继成 副教授 博（硕）导师 

法理学、法学方法

论、法学逻辑 

法律逻辑学会副会长 

张斌峰 教授 博导 

法理学、法哲学选

读 

 



刘焯 教授 博（硕）导 法理学、法社会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

硕士生导师组组长、中国法学会法

理学研究会理事 

陈景良 教授 博导 

中国法律史、唐宋

法制研究、中西诉

讼文化比较研究 

历任法学院副院长、院长。兼

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

研究会理事等。 

 

武乾 教授 博（硕）导 中国法制史 

理论法学系主任；法律史硕士研究

生导师组副组 

王景川 教授 博导 刑法学、犯罪学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局长，国家知识

产权局顾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院长 

何华 副教授 硕导 知识产权基础理论  

吴汉

东   

教授 博导 

民商法、知识产权

法 

前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知识

产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知

识产权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

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兼

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兼职

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齐文远 教授 博导 刑法学、犯罪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中

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

北省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夏勇 

 

教授 博导 刑法学 

 刑事司法学院院长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吕忠

梅   

教授 博导 环境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博士生导师组组

长 

 

高利红  教授 博导 

环境法、污染防治

法 

 

法学院副院长，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硕士生导师组组长 

 

方世荣  教授 博导 行政法学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湖北省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刘茂林 教授 博导 宪法学、地方制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部部长、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组

组长，宪政理论研究所主任 

 

戚建刚 教授 博导 

风险行政法、应急

行政法、政府规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应急法学研究所

所长  



法、行政法基本理

论、外国行政法 

陈小君 教授 博导 

民法总论、物权、

债权 

 

  副校长   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

组组长 

麻昌华 教授 博导 

民法学、物权法、

合同法、侵权法 

 

 副院长 民商法学硕士生导师组副

组长 

 

刘仁山 教授 博导 国际私法 

教务部部长 国际法博士生导师组

组长 

 

吴志忠 教授 博导 

国际商法、国际经

济法 

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 国际法学硕

士生导师组副组长 

 

刘笋 教授 博导 

国际投资法、国际

贸易法、WTO 法、国

际知识产权法 

系主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

会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研究

会常务理事 

覃有土 教授 博导 

商法理论与实务、

社会保障法 

中南财经政法武汉学院院长  经济

法学硕士生导师组组长 

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商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武汉市法学会副会长。 

刘大洪 教授 博导 

经济法  企业公司

法  法经济学 

 

 经济法学博士生导师组组长，湖北

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会长，湖北

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会长 

樊启荣 教授 博导 

商法基本理论、保

险法 

经济法学系主任，中国法学会商法

研究理事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商法

学研究会保险法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 

   

三、考试科目 

616 法学基础，适用于中南财大法学各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代码名称，

具体专业的代码如下（选自 15年招生简章）： 

学院代码及名

称 

学科、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代码及科目名称 备注 

106 法学院 

（ 招 收 262

人，含推免 60

人） 

 

 

 

 

030101 法学理论             

01. 法理学 

02. 法社会学 

03. 法学方法论 

04. 立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08 法理学 

复试：1043 法理学、西方法律思

想史（近现代部分）  

 



学院代码及名

称 

学科、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代码及科目名称 备注 

 

 

 

 

 

 

 

 

 

 

 

 

 

 

106 法学院 

（ 招 收 262

人，含推免 60

人） 

 

 

 

 

 

 

 

 

 

 

 

 

 

 

 

 

 

 

 

 

 

 

 

 

 

030102 法律史               

01. 中国法制史 

 

 

 

 

 

 

 

 

 

 

02. 外国法制史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1. 宪法学           

02. 行政法学 

03．社会管理法治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基础理论 

02. 财产法 

03. 人身权法 

 

 

 

030106 诉讼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09 中外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

学 80 分、外国法制史学 70 分）     

复试：1044 中国法律史（中国法

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09 中外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

学 80 分、外国法制史学 70 分）     

复试：1045 外国法律史（外国法

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或 241 二外法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0 宪法与行政法（宪法 75 分，

行政法 75 分） 

复试：1046 宪政综合（比较宪法

学 50 分、外国行政法 100 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或 241 二外法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1 民法学                  

复试：1047财产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学院代码及名

称 

学科、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代码及科目名称 备注 

 

 

 

 

 

 

 

 

 

 

 

 

 

 

 

 

 

 

 

 

106 法学院 

（ 招 收 262

人，含推免 60

人） 

 

 

 

 

 

 

 

 

 

 

 

 

 

 

 

 

 

 

01. 民事诉讼法   

 

 

 

 

 

 

 

 

02. 刑事诉讼法      

 

 

 

 

 

 

 

 

030107 经济法学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030109 国际法学             

01. 国际公法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2 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民事讼法学各 75 分）                          

复试：1048民事诉讼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2 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民事讼法学各 75 分）                    

复试：1049刑事诉讼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3 经济法学（经济法 80 分，

商法 70 分 ）                  

复试：1050经济法(含商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4 环境资源法学                    

复试：1051国际环境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5 国际法（国际公法 90 分、

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各占 30



学院代码及名

称 

学科、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代码及科目名称 备注 

 

 

 

 

 

 

 

 

 

 

 

 

 

 

 

 

 

 

 

 

 

 

 

 

 

 

106 法学院 

（ 招 收 262

人，含推免 60

人） 

 

 

 

 

 

 

 

 

02. 国际私法      

 

 

 

 

 

 

 

 

03. 国际经济法   

 

 

 

 

 

 

 

 

 

 

 

★0301Z4  社会管理法治            

01. 社会治理法学原理 

02. 社会治理法律制度 

03. 中外社会治理法律制

度比较 

 

分） 

复试：1052国际公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5 国际法（国际公法 90 分、

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各占 30

分） 

复试：1053国际私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5 国际法（国际公法 90 分、

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各占 30

分） 

复试：1054国际经济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38 管理学原理 

复试：1097 行政法、政治学原理 

107 刑事司法

学院 

（招收 65 人，

含推免 26 人） 

 

 

 

030104 刑法学              

01. 中国刑法学 

02. 比较刑法学 

03. 犯罪与刑事政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6 刑法学  

复试：1055外国刑法学 

 



学院代码及名

称 

学科、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代码及科目名称 备注 

 

 

 

 

 

 

 

 

 

 

 

 

★0301Z2 侦查学 

01. 侦查学 

 

 

 

 

 

 

★0301Z3 治安学 

01. 治安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7 侦查学 

复试： 1056 侦查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18 治安学 

复试：1057治安学  

115 知识产权

学院 

（招收 26 人，

含推免 10 人） 

 

★0301Z1 知识产权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任选其一 

③616法学基础 （法学理论75分、

宪法学 75 分）      

④833 知识产权法学 

复试：1104 民法学及知识产权法

学 

 

 

优先接 

收 211 

院校推 

免生 

117 法律硕士

教育中心 

（ 招 收 129

人，含推免 20

人） 

 

035101 法律(非法学) （专

业学位） 

 

 

 

 

 

035102 法律（法学）（专

业学位）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

学） 

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复试： 1107 法律硕士（非法学）

综合知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复试： 1108 法律硕士（法学）综

合知识  

 

四、参考书目 



财大法学专业包括以下子专业，每一门在看该专业的指定书目以外，还要准备一门统一的法

学综合课，教材为由该校前任校长吴汉东主编的《法学通论》，该教材最新一版为北京大学

2011 年 7 月第五版。由于近几年题目难度有所加强，所以建议还要参考《中国宪法导论》

（第二版），刘茂林，北京大学出版社；《法理学》（第四版），张文显，高等教育出版社。

各学科的参考书目列于下： 

  

科目 参考书目及作者 

法理学 《法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月

第四版。 

中外法制史 1.《中国法制史》范忠信，陈景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二

版 

2.《外国法制史》，郑祝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3.参加法律史学学术网：http://flwh.znufe.edu.cn/有关本科教材的内容 

宪法与行政

法 

1，《中国宪法导论》，刘茂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 

2，《中国宪法》，胡锦光，韩大元著，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 

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方世荣、石佑启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8 月第二版 

4，《论行政相对人》，方世荣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石佑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刑法学 1，《刑法学》，齐文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8 月第二版 

2，《刑法》马克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三版 

3，《刑法学》第三版，张明楷著，法律出版社，2011 年 7 月第四版 

4，近三年来法学核心刊物上刊载的刑法学论文 

民法学 1，《民法学》魏振瀛主编，北大出版社，2013年 9月第五版 

2，《物权法原理》，李石山 ，汪安亚，唐义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二版 

3，《合同法学》陈小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 

4，《侵权责任法》张新宝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7 月版 

5，参阅近三年来法学核心期刊上的民商法论文 

诉讼法学 1，《民事诉讼法学》，常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第三版 

2，《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蔡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1 月

第三版 

3，《刑事诉讼法学》，姚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4，《刑事诉讼法》，陈卫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陈光中主编，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年版 

6，参阅近三年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诉讼法学的论文 

经济法学 1，《经济法学》，刘大洪主编，黎江虹，刘水林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法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研究》（第 2版），刘大洪著，中国法制出版

社，2008 年版 

3，《商法学》，覃有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1 月第三版 

4，《商法学教程》（第 2 版），雷兴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 月版 

环境资源法 1，《环境资源法学》，吕忠梅，高利红，余耀军编，科学出版社，2006版 

2，《环境法案例辨析》吕忠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3，参阅近三年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环境资源与保护法学的论文 

国际法 1、《国际法》王献枢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8 月第五版 

2、《国际法》、曾令良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3、《国际私法》，刘仁山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1 月最新版 

4、《国际经济法》，吴志忠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知识产权法 1，《知识产权法》吴汉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六版 

2.、近三期《知识产权年刊》，吴汉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3.  参阅近三年来法学核心期刊刊物上刊载的知识产权论文 

 

 

五、近三年分数线及近三年录取人数 

2012 年 

2012 年进入复试分数线 其中： 

学 院 

名 称 

专 业 名 称 研究方向 

总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报考

人数 

录取

人数 

推免生

人数 

法学理论   357 42 63 119 25   

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 340 42 63 63 20   

法律史 外国法制史 340 42 63 17 9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345 42 63 129 41   

民商法学   368 42 63 465 67 11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 371 42 63 126 23   

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 371 42 63 166 23   

经济法学   369 42 63 365 69 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345 42 63 43 15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 371 42 63 53 10   

国际法学 国际私法 371 42 63 46 18   

法学院

国际法学 国际经济法 371 42 63 128 29   

刑法学   371 42 63 323 64 9 

★侦查学   332 42 63 73 19   

刑事司

法学院

★治安学   362 42 63 10 3   

★知识产权   361 42 63 144 31 2 知识产

权学院企业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340 50 75 5 1   

法律（非法学）   330 42 63 575 120 7 
法律硕

士教育

中心 
法律（法学）   318 42 63 97 49 13 

2013 

2013 年硕士研究生考录情况统计表 

其中：

学院名称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复试分数

线 

报考 录取 

推免 



030101 法学理论   351 121 26 1 

030102 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 315 68 23   

030102 法律史 外国法制史 315 22 7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341 168 39 1 

030105 民商法学   341 418 66 9 

030106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 348 110 23 3 

030106 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 348 101 22 2 

030107 经济法学   341 266 64 9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50 66 16 1 

030109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 349 43 10   

030109 国际法学 国际私法 349 49 21 1 

法学院 

030109 国际法学 国际经济法 349 97 29 4 

030104 刑法学   338 248 62 7 

0301Z2 侦查学   339 96 20   

刑事司法

学院 

0301Z3 治安学   330 11 3   

0301Z1 知识产权法   345 168 33 1 知识产权

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9 0   

035101 法律（非法学）   335 461 110 12 法律硕士

教育中心035102 法律（法学）   333 242 64 20 

                

注：1.录取人数中包括推免生人数；       

      2.除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的外语复试线为 60 分外，其它专业的复

试单科线皆为国家线。 

  

 

2014 

2014 年硕士研究生考录情况统计表 

其中：

学院名称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复试分数

线 

报考 录取 

推免 

030101 法学理论   349 85 25   

030102 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 325 71 23   

030102 法律史 外国法制史 325 17 5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343 164 40 2 

030105 民商法学   345 418 65 21 

030106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 351 106 26   

030106 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 351 95 22 2 

030107 经济法学   351 244 67 13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63 66 16 1 

030109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 349 41 9 1 

030109 国际法学 国际私法 349 41 19 1 

法学院 

030109 国际法学 国际经济法 349 80 31 1 

030104 刑法学   357 302 66 8 

0301Z2 侦查学   318 80 21   

刑事司法

学院 

0301Z3 治安学   328 6 3   



0301Z1 知识产权法   373 131 29 8 知识产权

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359 6 3 1 

035101 法律（非法学）   325 407 90 6 法律硕士

教育中心 035102 法律（法学）   324 285 79 17 

                

注：1.录取人数中包括推免生人数；     

      2.除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的外语复试线为 60 分外，其它专业的复试单科

线皆为国家线。 

 

七、复试详情 

复试参考书目 

006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论 

  

  1043 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史（近现代部分） 

  

  1、《法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2、《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或

以后各版本）。 

  

  030102 法律史 

 

  1044 中国法律史（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 

  

  1、《中国法制史》，范忠信、陈景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2、《中国法律思想史》，俞荣根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或

以后各版本）；或《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张国华著，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3年版（或以后各版本）。 

  

  1045 外国法律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 

  

  1、《外国法制史》，郑祝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或

以后各版本）。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046 宪政综合（比较宪法学50分、外国行政法100分） 

  



  1、《比较宪法学》，王广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四国行政法》，应松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030105 民商法学 

  

  1047 财产法（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1、《合同法学》，陈小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物权法原理》，李石山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侵权责任法》，张新宝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030106 诉讼法学 

  

  1048 民事诉讼法学 

  

  1、《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蔡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2、《民事诉讼法学》（第六版），江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参阅近三年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诉讼法学的论文。 

  

  1049 刑事诉讼法学 

  

  1、《刑事诉讼法学》，姚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刑事诉讼法》，陈卫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陈光

中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4、参阅近三年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诉讼法学的论文。 

  

  030107 经济法 

  

  1050 经济法（含商法） 

  



  1、《经济法学》，刘大洪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经

济法学研究生教材，经济法方向导师组集体撰写）。 

  

  2、《法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研究》（第2版），刘大洪著，中国

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3、《商法学》，覃有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或以后

各版本）。 

  

  4、《商法学教程》（第2版），雷兴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5月版。 

  

  5、近三年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经济法、商法、社会法的论文。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051 国际环境法 

  

  1．《环境资源法学》，吕忠梅、高利红、余耀军编著，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最近三年核心期刊环境资源法论文；《环境资源法论丛》近三年

文章；环境法研究网（http：//enlaw．znufe．edu．cn/）论文等。 

  

  030109 国际法（国际公法方向） 

  

  1052 国际公法 

  

  1、《国际法》，王献枢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修订版。 

  

  2、《国际法》，曾令良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030109 国际法（国际私法方向） 

  

  1053 国际私法 

  

  1、《国际私法》，刘仁山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 

  

  030109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方向） 

  

  1054 国际经济法 

  

    1、《国际经济法》，吴志忠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007 刑事司法学院 

  

  030104 刑法学 

  

  1055 外国刑法学 

  

  1、《外国刑法纲要》（第2版），张明楷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2、《美国刑法》（第3版），储槐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0301Z2侦查学 

  

  1056 侦查学 

  

  1、《侦查方法论》，杨宗辉等著，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或以后

各版本）。 

  

  2、《侦查学总论》，杨宗辉主编，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 

  

  3、《刑事案件侦查实务》，杨宗辉主编，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0301Z3 治安学 

  

  1057 治安学 

  

  1、《社区治安体系理论选择及模式研判》，王均平、唐国清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治安管理学概论》，熊一新、李健和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2007年版。 

015 知识产权学院 

  

  ★0301Z1 知识产权法 

  

  1104 民法学及知识产权法学 

  

  1、《民法》（第2版），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6年第2版（或以后版本）。 

  

  2、《知识产权法》，吴汉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或

以后版本）。 

  

  120202 企业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方向） 



  

  1105 知识产权法与管理学 

  

  1、《知识产权法》，吴汉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或

以后版本）。 

  

  2、《知识产权年刊》（近三期），吴汉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3、《管理学通论》（第二版），张中华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2月版（或以后版本）。 

 

复试形式与比例 

复试形式：包括综合面试和笔试   

在达到国家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学院（中心）依据招生计划数，

按照 1：1.1～1.3 的比例确定复试人数，依据初试总成绩从高到低划定

复试分数线。 

 

复试内容 

1.复试内容：（1）资格审查；（2）思想政治品德考核；（3）专业基础

知识和专业综合能力；（4）综合素质和能力；（5）外语听说；（6）心

理健康测试；（7）体检。 

八、学费与学制 

学制：法学硕士 3 年， 法律硕士（法学）2 年，法律硕士（非法学）3 年 

学费及奖学金： 

1.2015 年进一步深化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除有单独说明的之外，硕士研究生(包括学术型

和专业学位)按学年收取学费，标准为 8000 元/生.年。工商管理(MBA)、公共管理(MPA)、会

计(CFO 与财富管理)和旅游管理(MTA)等专业的学费见相应学院(中心)公告。实际标准以湖

北省物价局的批复为准。 

2.从 2015 级研究生开始，人事档案未到学校的非专项计划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 2.2 万

元/生.年。对超过基本学制硕士研究生按 0.25万元/生.半年收取学费，截止时间为校学位

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若只需毕业证，则为毕业时间)。 

3.学校研究生奖助体系包括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和硕士新生

奖学金，继续实行研究生科研奖学金、综合奖学金、单项奖学金、专项奖学金、“三助”助

学金和特困补助等。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奖助对象为取得学校学籍、基本学制年限内、档案和

工资关系转入学校的大陆全日制研究生，定向在职和委托培养等类别除外。 

4.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2万元/生•年，奖励比例约 5%。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

于资助学制年限内的大陆全日制研究生，其中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 6000元/生•年，每年

按 10 个月计发。 

5.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 12000 元/生•年(占 30%)，二

等奖 8000 元/生•年（占 40%），三等奖 4000 元/生•年（占 20%），实行动态管理。研究生

新生学业奖学金评定依据因考生类别而不同：参加统一考试的新生，以初试与复试综合成绩

排序评定；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原则上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其他学年根据研究

生上一学年综合表现予以评定。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起评等级为二等；因



“三支一扶”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恢复入学的第一学年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因其他原

因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恢复入学的第一学年按录取当年评定的学业奖学金等级享受奖学

金。 

6.新生奖学金评选对象为当年录取的推免生或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初试成绩总分在所报考学

位类型及学科门类排名前 10%的新生，奖励标准为 3000 元/生。 

7.研究生科研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设一等奖 20 名，其中硕士研究生 10名，奖励标准为

5000 元/生；二等奖 40 名，其中硕士研究生 20名，奖励标准为 3000 元/生；设特等奖 10

名，其中硕士研究生 5 名，从一等奖获奖人选中产生，奖励标准为 3000 元/生，同时授予“研

究生十大科研新星”称号。 

8.综合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包括优秀研究生标兵，奖励比例为 2%，奖励标准为 1500 元/

生；优秀研究生，奖励比例为 10%，奖励标准为 1000元/生。单项奖学金包括课程学习奖、

道德风尚奖、社会实践奖、社会工作奖等，奖励比例为 8%，奖励标准为 300 元/生。 

9.“三助”助学金用于资助研究生从事“助教、助研、助管”工作，津贴标准原则上不低于

300 元/生•月，每年按 10 个月计发。 

10.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按照国家、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11.研究生个人发生重大疾病、个人财产重大损失、家庭主要成员重大变故和家庭遭受严重

自然灾害等，学校可资助研究生临时特殊困难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