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法学硕士 

一、法学院简介  

复旦大学法学院初创于1929年（法律系），在八十余年的辉煌历史中，法学家群星璀璨，王

宠惠、张志让、梅汝璈、杨兆龙等著名法学家都曾在复旦执教，形成了复旦法学特有的精神特

征。后虽几经改组与调整，但依然薪火相传。1981年恢复法律学专业，1983年重建法律系。2000

年11月，在原法律系基础上正式组建单一学科的法学院。 

    新法学院成立后，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现已建成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

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资格，已设国际法、民商法、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诉讼法和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七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设立一级学科硕士点（已设

除军事法学外的其他九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建有法学博士后流动站，自2000年起开展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JM）研究生培养；我院法学一级学科2012年入选上海市一流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

获批设立“复合型”和“涉外型”等两个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两个上海市卓越

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法学院现有专任教师56位，其中31位教授，17位副教授，8位讲师。现有在校本科生和硕博

士研究生1800人左右（本科生450余人，法学硕士生200余人，法律硕士生1000余人，博士生73

人）。复旦法学教师在教书育人、研究学术、服务社会有优良传统，努力为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

实现社会正义做贡献。建国以来，张志让教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昌道教授曾任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孙南申教授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孙笑侠教授获“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和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张乃根、董茂云、龚柏华、谢佑平、季立刚、王志强、陈力等7位教师获得

“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有8位教师获“上海市育才奖”；孙笑侠、谢佑平、赵

立行等3位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胡华忠老师入选上海市阳光学者人才计划；王

志强教授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人才计划；杜宇、杨严炎等2位教师入选上海市晨光学者人才计划；

朱淑娣、陈力、王志强、白江、许凌艳、徐美君、梁咏、刘志刚等8位教师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

计划。新法学院成立以来，我院教师先后承担3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0余项省部级科研项

目；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40余项。 

    我院依托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区位优势，走出了一条以国际化为特色的发展道路。与哈佛

大学法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等十余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法学院建立了稳定的院

际合作关系，互派师生到对方开展交流学习。我院的留学生教育也走在国内前列，2010年起开

设全英文授课的“中国商法”国际硕士项目，每年招收十余名留学生；本科留学生的规模和质

量也不断提升。 

    复旦大学法学院历来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华语大专辩论

赛中，复旦大学代表队一举夺冠，队员严嘉、季翔为法律系学生。2001年以来，法学院先后有

九个班级获得“上海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09年，2005级本科班获全国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法学院学生获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一等奖一项。2003年，复旦大学代表队获“Jessup 国际法模拟

法庭竞赛”中国赛区第一名，代表中国赴美参加国际比赛。 

    目前，法学院在学校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依托复旦学术生态，聚

力量，建平台，拓贤路，扩格局，凝炼学科创新特色，建设师生理想家园，正加快法学院发展

的步伐，努力提升复旦法学院在国内和国际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我院另设有1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200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正

式批准复旦大学作为试点单位，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经过多年来的实

践与探索，复旦大学在法律硕士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至2009年，累计



招生1300余人，在校学生约460人。我院结合法律硕士培养特点，专门组织编写了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系列教材”。该系列教材囊括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

养方案所涉及的主要课程。目前，已出版《中国法制史》、《理论刑法学》、《法理

学导论》、《国际贸易法导论》、《比较司法制度》、《行政法学》、《英美法案例分析

与法律写作》、《民事诉讼法》，受到学生的好评，部分著作已经多次再版。 

    近三年，我院教师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含重点项目1项；教育部、

司法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哲社基金等省部级项目14项；承担横向课题20项；

科研经费总额达三百多万元。出版专著50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19篇；获上海市

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9项。 

    我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法学院、美

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法学院、德国 Bucerius 法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法

学院、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等大学法学院签订双边协议，开展研究生互派交流，

每年选送50余位研究生赴国外院校交流学习并接收相等数量的留学生。我院与飞

利浦公司合作设立“复旦－飞利浦”知识产权教席，聘国外知识产权专家开设全

英文知识产权课程并开展合作研究。我院在参加的“Jessup 国际法模拟法庭竞

赛”表现优异，2003年获中国赛区第一名。  

 

 

 

 

 

 

 

 

 

 

 

 

 

 

 

 

 

 

 

 

 

 

 

 

 

 

 

 

 

 



 

 

 

 

二、法学院名师  

我院教师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学术声誉。董茂云、张乃根、谢佑平、龚柏华、

季立刚、王志强、陈力教授获“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我院六位教授

兼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中国法

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和刑事诉讼法研究会等全国性学术机

构副会长。董世忠教授入选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成员。 

    我院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国际法学、民商法学两个博士点（其中民

商法学为上海市重点学科），除军事法学外的9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个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点。 

    法学理论专业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1名，讲师3名。杨心宇教授《变动社会中

的法与宪法》，侯健副教授《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具有较大学术影响。侯

健教授的《表达自由的法理》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法律史专业现有教授3名、副教授1名。郭建教授《中国财产法史稿》、《中国

民法史》（副主编），王志强教授《法律推理的传统：中国、罗马与英格兰的比较

研究》为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有教授4名，副教授2名。董茂云《行政法学》、《宪政

视野下的司法公正》有较大学术影响，潘伟杰教授《制度、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

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刑法学专业现有教授3名。陈浩然教授《理论刑法学》具有较大学术影响，

汪明亮教授的《犯罪生成模式》、《“严打”的理论评价》 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科

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杜宇教授《当代刑法实践中的习惯法――一种真实而

有力的存在》 获上海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民商法学专业现为上海市重点学科，有教授7名，副教授7名，讲师2名。刘士

国教授《关于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建议》、段匡教授《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季

立刚教授《民国商事立法研究》等成果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刘士国教授的《类型

化与民法解释》、季立刚教授的《民国商事立法研究》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 

    诉讼法学专业有教授5名，副教授1名。谢佑平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章武生教授《民事简易程序研究》2006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奖著作类

三等奖；谢佑平教授《宪法与司法：刑事诉讼中的权力配置与运行研究》获上海

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段厚省副教授《民法请求权论》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经济法专业现有教授3人，副教授4人。张建伟副教授“国家转型与治理的法

律多元主义分析”获上海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1人。张梓太教授主编了《自

然资源法学》、《环境与资源法学》等教材，著有《环境法律责任研究》。 

    国际法学专业现有教授10名，副教授4名，讲师1名。由该学科老中青三代共

同编写的复旦“博学”教材《国际经济法》（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和精品教材）及

张乃根教授《国际法原理》在国内影响较大，该学科与欧、美及日本等国共同进

行合作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张乃根教授所撰写的《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

法》、杜涛副教授撰写的《德国国际私法——理论、方法和立法变迁》均获上海市

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陈力教授撰写的《国际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中的非市



场经济规则——以美国欧盟为视角》、马忠法副教授撰写的《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制

度理论与实务研究》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 

 

     

 

三、考试科目 

 

专业科目 

初试（专业科目） 

复试 

（专业科目） 

专业 

专一 专二  

法学理论 839 法理学 法理学 

法律史 840中外法制史 中外法制史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841宪法与行政法学  宪法学  

刑法学 842刑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843民商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844诉讼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847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 

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学 

846环境法  环境法学 

国际法学 

722法学概论 

845国际法及冲突法  国际法学 

 

 

 

 

四、参考书目 

考科 参考书目与作者 

030101 
法学理论 

①《中国法律概论》张光杰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②《民法总论》（第二版）王全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③《法理学导论》张光杰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④《法理学导论》杨心宇主编上海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⑤《西方法律思想史》谷春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030102 
法律史 

①②③同 030101①②③ 

④《中国法制史》叶孝信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⑤《中国法律思想史》郭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⑥《中国法制史》郭建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⑦《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法]勒内·达维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⑧《比较法总论》沈宗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030103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①②③同 030101①②③ 

④《行政法学》董茂云等人民出版社 2005 

⑤《宪法》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⑥《外国宪法》韩大元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030104 
刑法学 

①②③同 030101①②③ 

④《理论刑法学》陈浩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⑤《应用刑法学》总论陈浩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⑥《应用刑法学》分论陈浩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030105 
民商法学 

①②③同 030101①②③ 

④《债法概论》王全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⑤《物权法》王全弟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⑥《中国商事法》王保树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⑦《知识产权法》刘春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等 2003 

⑧《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刘士国法律出版社 1998 

⑨《民国商事立法研究》季立刚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⑩《债法》王全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030106 
诉讼法学 

①②③同 030101①②③ 

④《民事诉讼法新论》（修订本）章武生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2 

⑤《民事诉讼法》（第 2 版）江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⑥《刑事诉讼法学》谢佑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⑦《刑事程序法哲学》谢佑平著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030107 
经济法学 

①②③同 030101①②③ 

④《经济法》史际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⑤《经济法理论的重构》张守文著人民出版社 2004 

⑥《需要国家干预；经济法视域的解读》单飞跃等著法律出版社 2005 

⑦《经济法学》李昌麒等著法律出版社 2007 

⑧《经济法原论》吕忠梅等著法律出版社 2007 
⑨《比较视野中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艾娃·胡普凯斯著季立刚译法律出版社 2006 

030108 
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学 

①②③同 030101①②③ 

④《环境与资源法学》张梓太科学出版社 2007（第二版） 

⑤《自然资源法学》张梓太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⑥ 《环境法律的解释：问题与方法》汪劲著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 

⑦《环境法原理》吕忠梅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030109 
国际法学 

①②③同 030101①②③ 

④《国际法原理》张乃根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第二版 

⑤《国际私法新论》韩德培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⑥《国际私法》（第二版）杜涛陈力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⑦《国际经济法》（第二版）董世忠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⑧《新编国际经济法导论》（第二版）张乃根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五、近三年分数线 

2014 年考研复试分数线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法学院 

国际法学 

50 50 90 90 355 

2013 年考研复试分数线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法学院 

国际法学 

50 50 90 90 355 

2012 年考研复试分数线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法学院 

国际法学 

50 50 90 90 355 

 

六、2015招生专业及招生人数 

说明：本院拟招收科学学位推免生27人 

 

2015 

学院 专业 
录取人数 推免人数  

法学理论 4  

法律史 5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 
5  

27 



刑法学 4  

民商法学 11  

诉讼法学 6  

经济法学 4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 
2  

国际法学 14  

 

七、复试详情 

一、相关说明 

1、“法学硕士”专业的复试一般定于3月22日左右举行。 

2、复试前，可能有相关信息需通知考生，请考生保持报名时所留联系方式畅通。 

二、复试内容 

复试科目 复试形式 复试成绩占入学

考试总成绩权重 

复试地点 

（法学院） 

思想政治品德 笔试 

专业课（所报考专业科目） 面试 

英语 口试（面试） 

（含听力）  

50% 复旦大学江湾校

区法学院楼 

有关复试的具体安排会在复试当天张贴于法学院202会议室，请有关考生注意。 

三、复试考生须提供以下证件： 

 

1、 往届生：毕业证、身份证、准考证； 

2、 应届生：学生证、身份证、准考证。 

注意：根据学校要求，复试时法学院将对相关考生进行学历验证，请每位考生都携带好以上证件原件，

复试时供工作人员审验；身份证、毕业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或学生证，上述证件需提供1份复

印件（要求：A4纸复印，并由考生本人在复印件上签名，复印件不予退还）。 

此外，“复试通知书”于3月22日(周六)上午8：15到法学院202室领取。 

3、报名时未如实填写学历信息的考生，请主动与法学院教学管理服务中心联系，说明情况并办理学

历验证。否则，一经发现，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八、学费与学制 

按照国家规定，我校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依据“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

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2014年秋季学期前入学、并已按规定实行收费政策的硕士生

（含学术型和专业学位两类），仍执行现行学费标准。2014 年秋季学期起入学的硕士生，收费

办法如下：（1）学术型硕士生（此前未收取学费者）的学费标准最高为每生每年 12000 元，按

学年收取。 

我校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均为全日制攻读方式，学制为 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