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法律硕士【法学】 

一、法学院简介 

复旦大学法学院初创于1929年（法律系），是复旦大学下属院系之一。几经改组与调整，

1981年恢复法律学专业，1983年重建法律系。2000年11月，在原法律系的基础上正式组建

单一学科的法学院，如今复旦法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法律人才

培养基地和科研重镇，为我国司法界培养的大批高层次、复合型、实践型人才。 

 我院设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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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法学）专业旨在通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培养高层次、实践型法律人才。 

    该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将在提升学生法学理论素养的同时，致力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

水准和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鼓励学生开展实务技能锻炼，强

化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该专业将开设适当

数量的专业应用型课程，并加强学生的法律实务训练。 

    该专业开设的课程涉及理论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

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等学科方向，并就金融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

竞争法等实用性较强的领域开设专门的选修课程。 

    该专业学生就业主要面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政法单位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以

及律所、银行、公司等相关实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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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试 

政治 英语 专业一 专业二 

复试 

101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397法硕联考专业基础

（法学） 

497法硕联考综合

（法学） 

法学概论 

 

四、历年分数线 

 

 

 

 

 

 

 

五、历年录取人数 

 

 

 

 

 

 

六、复试详情 

1、复试流程 

第一：考生在法学院楼查看复试安排表，明确所在组别、序号。 

第二：考生参加在法学院楼201室举行的《思想政治品德》考试（笔试）。 

第三：考生按专业课考试安排的先后顺序到相关教室参加专业课考试(面

试)。 

第四：考生按英语口试安排的先后次序到相关教室参加英语口试（面试）。

第五：考试间隙，请考生携带有关证件至法学院楼212室办理学历验证。 

第六：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2门主干课“刑法学”、“民法学”作为复试科目。

第七：复试结束，考生离开考场。  
2、复试内容 

复试科目 复试形式 复试地点（法学院） 复 试 时 间 

思想政治品德 笔试 

专业课 面试 

英语 口试（面试） 

复旦大学江湾校区 

法学院楼 
3 月 22 日 

3、复试比例 

法律（法学）专业拟招收约 10%—50%推免生。 

4、复试考生须提供以下证件： 
1）、往届生：毕业证、学位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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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时各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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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学位证和学生证还需提供 1 份复印件（要

   年份 政治 外语 专业课 综合课 总分 

2014 年 法学法硕 50 50 90 90 350 

2013 年 法学法硕 50 50 90 90 345 

2012 年 法学法硕 50 50 90 90 340 

2011 年 法学法硕 50 50 90 90 340 

年份 专业 录取人数 报录比 

2015 年 法学法硕   

2014 年 法学法硕 30（9）  

2013 年 法学法硕 31(拟招约 10%—50%推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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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证书复印件上需能清晰显示各项基本信息，尤其是毕业证编号、学位证编号和学生证

的学号，以及毕业专业（往届生）或就读专业（应届生）。 
以往复试审验证书时发现有少数应届考生存在学校的学生证上本身就无学生就读的“专业”

或“学号”等栏目信息的情况。凡属此类情况的考生，须在复试时额外提供 1 份本科就读学

校开具的学籍证明原件（要求：学籍证明中必须列明下列信息：姓名、学号、身份证号、大

学入学年月、大学就读专业、学制为几年制、预计毕业年月等；学籍证明须加盖有考生所在

学校的教务处的公章，即证明不能仅以学院名义出具，须以学校名义出具；学籍证明原件不

予退还）。 
“复试通知”将以电话的形式通知考生，请各位考生保持报名时所留联系方式畅通。若因

特殊情况导致考生未能及时收到“复试通知”电话，切勿焦急，复试时，考生凭准考证和身

份证来证明身份。 
5、同等学力考生请注意： 

1）、根据规定，报考“法律（法学）”专业的同等学力考生将安排加试 2 门主干课程。 
2）、除上述所需证件，请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自觉携带 8 门以上本科课程成绩的证明（成

绩单原件和复印件）供工作人员审验（注：复印件用 A4 纸复印，并由考生本人在复印件上

签名，复印件不予退还）。 
3）、报名时未如实填写学历信息的考生，请主动与法学院 JM 办公室联系（电话：516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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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于考生录取类别的核对 

今年校研究生院对考生录取类别做了调整，现我校的法律硕士录取类别只有“非定向”

和“定向”两种形式，且以“非定向”为主。我们将在复试当天统一办理一次录取类别确认，

请考生确认好自己的录取类别情况，在复试当天办理学历审验时一并填写“录取类别核对清

单”。此次核对一旦确认，将不再办理更改，因此，请考生们务必确认清楚自己的录取类别。

由非定向就业改为定向就业者，须提供定向单位同意公函方可更改 
注：复试考生目前登记的录取类别，我们将在“复试安排表”中一并予以公布，请同学

们届时注意查阅法学院网站上的有关信息。 
 

七、学费与学制 

法律（非法学）专业学费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22,000 元（待批）；法律（法学）专业学费

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22,000 元（待批）。 

学生就读期间的住宿费按学校有关规定标准另行收取，不包含在上述学费中。 

八、学制和培养方式： 

法律（非法学）专业学制 3年，培养方式为全脱产；法律（法学）专业学制 2年，培养

方式为全脱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