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民族大学 

一、法学院简介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成立于 2001 年 4 月，学院前身可以追溯到 1952 年建校之初，是学

校历史悠久的教学单位之一。1981 年学校恢复重建，成立政治系，设政治本科专业，1990

年起设法学本科专业。先后更名为政法系、法律系，曾设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法学、经

济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律师与公证学等本（专）科专业。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69 人，专业教师 58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31人，有 36 名硕

士生导师，20 人拥有律师资格，专业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者 49人，其中博士学位占 45%；

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 人为国家民委首届突出贡献专家，1 人为湖北省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并入选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1 人享受湖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1 人被

评为湖北省“省级教学名师”，1 人被评为湖北省劳动模范，1 人为省部级学科带头人。长

期聘请校外兼职教师 12 人。全日制在院学生 1700 多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300 余人。 

学院现有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2个本科专业；拥有法学一级学科、中国哲学等硕

士学位授权点，具体包括法学理论、经济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诉

讼法学、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和中国哲学等硕士点。其中，法学理论为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法理学为省级精品课程。 

学院设有法理法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诉讼

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等 8 个教研室和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中心；建有校级民族法制研究中

心、本土资源视域下当代中国法治的理论与实践学术团队、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问题研究学术

团队、民商法学核心课程教学团队、理论法学教学团队，建有学院资料室，藏书（刊）3 万

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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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红蕾 女 教授 博导 法学理论  

雷振扬 男 教授 博导 法学理论 副校长 

许娟 女 教授 硕导 法学理论  

郑鹏程 男 副教授 硕导 法学理论  

窦 梅  女 副教授 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  

胡祥 男 副教授 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  

刘道筠 男 副教授 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  

刘之雄 男 教授 硕导 刑法  

吴占英 男 教授 硕导 刑法  

陈雪萍 女 教授 硕导 民商法学（商法、信托法）、金融法学  

黎宇霞 女 副教授 硕导 民商法学  

陈虎 男 副教授 硕导 刑事诉讼法  

黄豹 男 教授 硕导 刑事诉讼法  

段晓红 女 教授 硕导 经济法  



华 慧 女 副教授 硕导 经济法  

三、考试科目 

612 法学综合是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适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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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总招生人数 85，推免 13）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

方向 

计划招

生人数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30101)法学理论 

(01)社会主义法治的理

论与实践 

(02)法律文化 

(03)法社会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 综合知识（法理学、宪

法学） 

④(802)中外法律思想史 

  

(030103)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01)宪法学（宪法基础理

论、宪政与人权） 

(02)行政法学（行政法

治）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 综合知识（法理学、宪

法学） 

④(803)宪法学、行政法 

 

(030104)刑法学 

(01)中国刑法 

(02)国际刑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 综合知识（法理学、宪

法学） 

④(804)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学 

(02)知识产权法学 

(03)商法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 综合知识（法理学、宪

法学） 

④(805)民商法学（民法学、知识

产权法学、商法学） 

 

(030106)诉讼法学 

（01）刑事诉讼法学 

（02）民事诉讼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 综合知识（法理学、宪

法学） 

④(806)诉讼法学专业综合（刑事

诉讼法学、民事诉讼 

 

(030107)经济法学 

（01）市场规制法 

 (02)宏观调控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 综合知识（法理学、宪

  



 (03)环境法 法学） 

④(807)经济法学专业综合（经济

法学、民法学、商法） 

(0301Z1)民族法学 

（0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2）少数民族权利保障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 综合知识（法理学、宪

法学） 

④(808)民族法学综合 

 

四、参考书目 

612 法学专业基础 （法理学、宪法学）参考书目： 

1）高其才著：《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周叶中主编：《宪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 

  专业方向 专二 复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加试科目 

030101 法学理论 

01 社会主义法治

的理论与实践 

02 法律文化  

03 法社会学 

802 法学理论专业综合（中

外法律思想史）参考书目： 

 1）俞荣根主编：《中国

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

社，2000 年版。  

2）严存生主编：《西方法

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同初

试“法理学”“法学理

论专业综合”参考书目 

①法理学 ②中国法

律思想史参考书目： 

1）高其才著：《法

理学》，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0年版。  

2）张国华：《中国

法律思想史》，法律

出版社，1986 年版。 

030103 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01 宪法学（宪法

学基础理论、宪政

与人权）  

02 行政法学（行

政法治） 

8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

业综合（宪法学、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参考书目： 

 1）周叶中主编：《宪法》

（第二版），北京大学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  

2）姜明安主编：《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

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5 年版 。  

3）潘弘祥：《宪法的社会

理论分析》，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①政治学基础 ②比较

宪法与比较行政法参考

书目： 1）王浦劬：《政

治学基础》，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6 年版  

2）龚祥瑞著：《比较宪

法与行政法》，法律出

版社，2003年版。 

3）王广辉：《比较宪法

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①人权法学 ②立法

学参考书目：  

1）李步云主编：《人

权法学》，法律出版

社，2005 年版。 2）

周旺生著：《立法

学》，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030104 刑法学  

01 中国刑法  

02 国际刑法 

804 刑法学专业综合（刑法

学、刑事诉讼法学）参考

书目： 1）张明楷著：《刑

法学教程》，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年第三版。 

 2）陈光中主编：《刑事

刑法学参考书目： 1）

张明楷著：《刑法学教

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三版。  

①犯罪学 ②民法学

参考书目： 1）许章

润主编：《犯罪学》，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

第三版。 

 2）王利明主编：《民



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最

新版 

法》（第五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学  

02 知识产权法学 

03 商法学 

805 民商法学（民法学、知

识产权法学、商法学）参考

书目： 1）王利明主编：《民

法》（第五版），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

权法学》（第六版），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3）覃有土主编：《商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版。 

财产法 同初试参考书目 

①刑法学 ②民事诉

讼法参考书目： 1）

高铭暄、马克昌主

编：《刑法学》（第

三版），北京大学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7 年版。 

 2）江伟主编：《民

事诉讼法学》（第六

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3 年版。 

030106 诉讼法学 

01 刑事诉讼法学 

806 诉讼法学专业综合（刑

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

学）参考书目：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

讼法》（第五版），北京大

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3 年版。 

 2）江伟主编：《民事诉讼

法学》（第六版），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①诉讼原理 ②证据法学

参考书目：  

1）陈光中主编：《刑事

诉讼法》（第五版），北

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3 年版。  

2）江伟主编：《民事诉

讼法学》（第六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3）何家弘、刘品新著：

《证据法学》，法律出版

社，2007 年版。 

①刑法学 ②民法学

参考书目：  

1）高铭暄、马克昌

主编：《刑法学》（第

三版），北京大学出

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7 年版。  

2）王利明主编：《民

法》（第五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30107 经济法学  

01 市场规制法 

02 宏观调控法  

03 环境法 

807 经济法学专业综合（经

济法学、民法学、商法学）

参考书目：  

1）漆多俊主编：《经济法

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2）王利明主编：《民

法》（第五版），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3）覃有土主编：《商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版。 

①刑法学 ②民事诉讼法

参考书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2）江伟主编：《民事诉

讼法学》（第六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①刑事诉讼法 ②行

政法参考书目： 1）

詹建红主编：《刑事

诉讼法》，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2 年版。 

2）姜明安主编：《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北京大学出版

社 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5 年版 。 

0301Z1 民族法学 

 01 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  

808 民族法学综合参考书

目：  

1）吴仕民：《民族问题概

人权法学参考书目： 1）

李步云主编：《人权法

学》，法律出版社，2005

政治学基础理论民

族社会学参考书目： 

1）王浦劬：《政治



02 少数民族权利

保障 

论》，人民出版社，2011 年

版。 2）吴宗金：《中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学》，法律出

版社，2004年版。 

年版。 学基础》，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6 年版  

2）马戎：《民族社

会学导论》，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5 年版 

 

五、近三年分数线 

学硕/法硕历年分数线（按国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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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315 44 44 66 66 

2013 315 42 42 63 63 

2012 315 42 42 63 63 

 

六、近三年录取人数 

中南民族大学硕士报考录取

统计表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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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01 法学理论  6 8 4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 

 13 17 6   

030104 刑法学  4 11 4   

030105 民商法学  7 25 8   

030106 诉讼法学  2 12 4   

030107 经济法学  8 14 4   

☆0301Z1 民族法学   10 3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

学） 

 10 31 12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60 97 34   

七、复试详情 

复试科目参照上诉。 

八、学费与学制 

1.学制：学术型各专业学制均为 3 年。专业学位中法律硕士（非法学）学制为 3 年，其他

专业学位学制一般为 2 年。 

2.学费：所有录取考生均需缴纳学费。我校研究生学费一般为 8000元/年，MBA 学费为 22500

元/年，教育管理和 MPA 学费为 17500 元/年。 

3.奖学金：为落实《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试行）》（民大发〔2014〕

12 号），提高生源质量，我校设立了生源奖学金、民族类专业志愿奖学金及新入学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为调动研究生学习研究积极性，我校设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并加

大了"三助"岗位津贴力度。 

（1）生源奖学金：从 2014 年起，对达到国家复试分数要求并被我校录取的非定向硕士研

究生给予一次性入学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考生来源 

第一志愿录取奖励

金额 

备注 

985 高校 10000 元  

211 高校 6000 元  

博士授予权

高校 

3000 元 

本科相关学科有博士点，否则第一志愿录取按“硕士授

予权高校”奖励。 

硕士授予权

高校 

2000 元 本科相关学科有硕士点。 

  * 我校接收的推荐免试生的奖励标准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2）民族类专业志愿奖学金：每生一次性奖励 2000 元。奖励对象为第一志愿报考我校

民族类专业硕士研究生，达到国家复试分数要求并被我校录取的非定向硕士研究生。该项奖

学金涵盖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

法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6 个二级学科专业。获得民族类专业志愿奖学金的研究生，可

以同时获得生源奖学金、新入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3）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 

等级 比例 奖励标准（元/人·年） 备注 

一等奖学金 20% 8000  

二等奖学金 40% 5000  

三等奖学金 20% 3000  

  （4）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2 万元。 

  （5）国家助学金奖励标准为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 元。 

  （6）"三助"岗位津贴标准：学校设置研究生助教、助研和助管（以下简称"三助"）岗

位。助管津贴硕士生每人每月 300元；助教津贴按研究生承担教学工作量，硕士生课酬按助

教标准计算；助研津贴从科研项目经费中的劳务费列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