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 

一、法学院简介 

    重庆大学法学院成立于 1945 年，当代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王铁崖先生等著名学者曾在本

院任教。1952 年国家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与布局，学院与兄弟大学法学院系共同组建了西南

政法学院。1995 年重庆大学法学本科恢复招生，2002 年恢复成立法学院。目前，全院共有

在校本科生 700 余人、硕士生和博士生 1000 余人。  

自恢复建院以来，在各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下，依托重庆大学属于国家 “985”大学

优势，学院于 2005 年建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博士学位点并获得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授权，

2007 年获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授权，2008 年成为西部唯一“211”工程单独立项的法学

学科，2009 年建成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并且法学本科专业成为重庆市高校特色专业，

2010 年成为重庆大学“985”工程单列学科，2011 年建成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且法

学一级学科被评定为重庆市重点学科。在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法学学科排名（2007-2009 年）

中，重庆大学法学学科名列第 19位。在武书连教授主持的《2012中国大学评价》中，重庆

大学法学学科也名列第 17 位，其中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中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二级学科

同学科中排名第一。 

学院一直注意将学科队伍建设作为发展重心，通过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目前已形成一

支职称、学历、年龄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型学术团队。在 50 余名教师中，有教授 17人（博

士生导师 17人）、副教授 30 人，80%以上教师具有博士学位，50%以上教师具有国外留学一

年以上经历。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 人、巴渝学者 1 人，近 30 人次担

任国家社科基金会评委、全国性一级或二级学会副会长、省部级以上学术技术带头人及专家

顾问等职务。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刑法、法理学、经济法、民商法、知识产权法领域都有

全国性学术影响的学者。 

为了把学院建成我国西部重要的法学教育高地与法学交流中心，学院积极开展科研创

新与教学改革，加强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与融合，已建成国家“985”

工程研究基地、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和重点学科 4 个，3 门课程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精品课

程称号。经过辛勤耕耘和持续发展，学院正逐渐成为我国西部地区享有良好声誉的法学教育

与研究高地。 

二、法学院名师 

导师姓名  性别  技术职务  导师类别 专 业【研究方向】 其它备注 

程燎原 男 教授 硕导 法学理论  

侯茜 女 副教授 硕导 法理学  

张晓蓓 女 教授 博（硕）导 法律史  

陈伯礼 男 教授 博（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  

陈忠林 男 教授 博（硕）导 刑法  

张舫 男 教授 博（硕）导 民商法  

杨春平 男 教授 硕导 民事诉讼法  

胡光志 男 教授 博（硕）导 经济法学  

陈德敏 男 教授 硕导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曾文革 男 教授 博（硕）导 国际法学  

齐爱民 男 教授 博（硕）导 知识产权法学  

三、考试科目 

具体专业的代码如下： 

专业代码及

专业名称 

人数

（含

推免）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专业备注 

030100 法

学 

40   

  

01 法学理

论 

 

 01 侯茜  

程燎原  

贾焕银  

陈静熔  

 

人权法学，参考书目：李步云主编《人

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02 法律史  02 张晓蓓 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3 宪法学

与行政法学 

 03 翟翌 

陈伯礼   

王本存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参考书目：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011 年第 5 版或最新版 北京大学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04 刑法学  04 牛建平  

肖洪 高飞 

陈忠林  

周国文 

刑法学，参考书目：《刑法总论》《刑

法分论》陈忠林  人大出版社 以最

新版本为主 

05 民商法

学 

 

 05 宋宗

宇 张舫 

胡坚 

袁文全  

王莉  

商法学，参考书目：王建文、范健《商

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06 诉讼法

学 

 06 杨春

平 蔡维

力  

吴如巧  

佀化强  

调解仲裁法，参考书目：宋朝武主编

《调解法学（第 2 版）》（中国政法大

学民事诉讼法学系列教材）厦门大学

出版社 2010年版，江伟著《仲裁法（第

2 版）》（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7 经济法

学 

 

 07 胡光

志 靳文

辉 谢甫

成 陈晴 

经济法学，参考书目：李昌麒主编《经

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08 环境与

资源保护法

学 

 

 08 陈德

敏 黄锡

生  张才

琴 唐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32)法学理论（法

理学、宪法学、民法学）

④(868)法学综合(刑

法学、民诉、刑诉） 

参考书目：《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黄

锡生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以最新版本

为主； 《环境法学教程》 蔡守秋主

编 科学出版社 以最新版本为。 



均 董正爱

秦鹏 

09 国际法

学 

 

 09 曾文

革 杨署

东 周

超 吴雪

燕 唐仙丽 

国际公法，参考书目：邵津主编《国

际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0 知识产

权法 

 10 齐爱

民 李晓

秋 刘

丹 张小强 

参考书目：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复试科目： 

①专业外语听力、口语、翻译；报考方向的专业基础。 

二、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外国法制史，参考书目：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 5 版）》

法律出版社；②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四、参考书目 

科目 参考书名 作者 出版社 

(632)法学理论（法理

学、宪法学、民法学） 

1.《法理学》张文显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以最新版本为主； 

2.《宪法学》周叶中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或者北京出版社 以最新版

本为主； 

3.《民法学》 魏振赢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以最新版本为

主 

(868)法学综合(刑法

学、民诉、刑诉）  

1.《民事诉讼法》江伟(第 2 版)(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

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以最新版本为主； 

2.《刑事诉讼法》陈光中(第 2 版)(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以最新版本为主； 

3.《刑法总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 

法律硕士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 

五、近三年分数线 

近三年法学硕士分数线 

对外公布初试分数线 

年度 

总分 英语  政治 专业课一 专业课二 

2012 325 48 48 85 85 

2013 320 45 45 80 80 

2014 320 45 45 80 80 

近三年法律硕士分数线 

对外公布初试分数线 

年度 

总分 英语  政治 专业课一 专业课二 



2012 315 46 46 85 85 

2013 300 40 40 75 75 

2014 320 40 40 80 80 

六，近三年录取人数 

重庆大学硕士报考录取统计

表 

 2012 年报录比 2013 年 2014 年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报考数 录取数 报考数 录取数 

报考

数 

录取数  

（含推

免） 

30101 法学理论 / 11 / 5 / 6 

30102 法律史 / 2 / 2 / 2 

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 

/ 6 / 3 / 3 

30104 刑法学 / 11 / 8 / 4 

30105 民商法学 / 18 / 10 / 7 

30106 诉讼法学 / 6 / 4 / 5 

30107 经济法学         / 11 / 7 / 6 

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 

   /      11 / 6 / 7 

30109 国际法学         / 9     / 6 / 5 

301Z3 知识产权 /       4 / 3 / 5 

35102 

★法律硕士（法

学） 

/ 20 / 20 / 10 

七，复试详情 

复试科目上述已列 

八，学费及奖学金 

2014 重庆大学研究生学费及奖助学金政策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重庆大学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新入学的研究生需全额交纳

学费，各学院各专业学费标准按重庆市物价局核定标准执行（具体金额在审批中）；同时学

校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按照当年国家和学

校有关文件评定；正式录取的非定向全脱产研究生可获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获得比例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为学院只评定 A 等，其比例为 70%；第二种方案为可

评定 A 和 B两个等级，其中 A等的比例为 50%，B 等的比例为 40%.A 等学业奖学金金额为一

学年 8000 元人民币，B 等学业奖学金金额为一学年 4000 元人民币。各学院可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其中任一种方案执行并向复试考生公布。《重庆大学 2014 年全国统考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招生简章》中有特别说明的学院或专业不执行上述奖、助学金政策，由学院根据有关文件

精神自行公布。 此前重庆大学研招网或各学院公布的奖、助学金政策与此有矛盾的地方，

以此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