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学篇 

一、法学院简介 

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前身是原中央大学法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撤销，1981年恢复法律系

并招生。1994年由法律系变更为法学院。  

法学院现有在编教职工83人，专任教师69人，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21人，行政人员16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50人，其中取得国外学术机构博士学位的8人。  

法学院设有一个法学本科专业；九个硕士专业：法理学、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经济

法学、国际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具有法律硕士培养

资格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经济法学设有博士点，是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和江苏省重

点学科。设有法学博士后流动站。  

法学院设有中德法学研究所、中国法律案例研究中心、亚太法研究所、犯罪预防研究所、住

宅政策与不动产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法研究所、经济刑法等七个科研机构。中德法学研究

所是南京大学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合办的国际性法学合作研究与教学实体，联合培养研究生，

取得了具有一定影响的成果。  

法学院编辑出版《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和《判例评论》。自1981

年以来，已出版专著、教材三百余部，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千篇，成果多次获得

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法学院适应和谐社会建设和法治社会的需要，适应21世纪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各个领

域发展的需要，贯彻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以学生的需要为中心，努

力提升学科建设的水平。注重综合能力型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并充分利用南京大学学科齐

全的优势，积极支持和鼓励学生成为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为加速法学学科建设水平的提高，

南京大学已将法学确定为重点发展和扶持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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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冰 女 教授 硕导 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  

方小敏  女 教授  

经济法学、竞争法学、欧

盟法学、比较法学   

 

中德法学研

究所副所长 

李友根 男 教授  经济法、知识产权法 法学院院长 

宋 晓 男 教授 博导 

国际私法；国际商事仲裁

法；比较法  

 

吴建斌 男 教授 博导 公司法、法律经济学  

徐棣枫 男 教授  

知识产权法   

律师法与律师实务  

 

叶金强 男 教授 博导 

私法基础理论、合同法、

侵权法、物权法 

 

赵娟  女 教授 硕导 

宪法基本理论   

行政法基本理论   

言论自由制度   

 



经济法与公法理论   

狄小华 男 教授 博导 

刑事一体化研究：刑事法

学（刑事诉讼法学、刑罚

学、刑事政策学）、刑事

司法制度（少年司法、恢

复性司法、检察制度、审

判制度、刑事执行）、犯

罪学（青少年犯罪、职务

犯罪、犯罪心理学、法律

心理、犯罪心理矫正） 

 

胡晓红 女 教授 博导 

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环境法学 

 

孙国祥 男 教授 博导   

吴英姿 女 教授  

法律社会学、司法制度、

民事诉讼法学 

法学院副院

长 

严仁群 男 教授  

民事诉讼法、证据法、民

事执行法、司法制度  

 

张淳  男 教授 博导 民法、合同法、信托法  

周安平 男 教授 博导 

法理学、法社会学、司法

制度，侧重以法学理论分

析社会问题 

 

范健   男 教授 博导 经济法学、商法学研究  

金俭 女 教授 博导 

房地产法、土地法、不动

产物权法、中外法制比较

研究 

 

邵建东 男 教授 博导 经济法、比较法  

王太高 男 教授 博导 

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

国家赔偿法、土地制度、

司法制度。 

 

   

三、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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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     

01 法理学 

02 法律文化 

03 法社会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12 

法理学④923 法理专业综合

不接受单独考试。 



04 西方法哲

学 

05 法律的经

济分析 

06 权利和人

权理论 

07 司法制度 

（西方法哲学、民法学、刑法

学）  

030102 法律

史  

5 人；      

01 外国法律

史 

02 中国法律

史 

03 比较法 

04 中国法律

社会史 

05 古代东亚

法律关系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12 法理

学④924 法律史综合（中国法

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

法制史） 

不接受单独考试。 

030103 宪法

学与行政法学 

 7 人；      

01 宪法、行政

法 

02 部门行政

法 

03 环境行政

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德

语③612 法理学④925 宪法学

与行政法学专业综合（宪法学、

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 

不接受单独考试。 

030104 刑法

学  

6 人；     

01 中国刑法

理论 

02 经济刑法

理论 

03 犯罪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德

语③612 法理学④926 刑法专

业综合（刑法学、刑事诉讼法

学、民法学） 

不接受单独考试。 

030105 民商

法学 

9 人；     



01 中国民法 

02 债法 

03 物权法 

04 亲属与继

承法 

05 婚姻法 

06 商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德

语③612 法理学④927 民商法

专业综合（民法学、商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不接受单独考试。 

030106 诉讼

法学 

8 人     

01 刑事诉讼

法学 

02 民事诉讼

法学 

03 司法制度 

04 比较程序

法学 

05 证据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12 法理

学④955 诉讼法学专业综合

（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

学、行政诉讼法学） 

不接受单独考试。 

030107 经济

法学  

25 人   

01 经济法理

论 

02 比较与涉

外经济法 

03 公司法 

04 竞争法（含

反垄断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

与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05 金融法（含

银行法、证券

法与保险法） 

06 知识产权

法 

07 劳动和社

会保障法 

08 财税法 

09 中德经济

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 或 203 日语③612 法理

学④928 经济法专业综合一

（经济法学、民法学、商法学） 

不接受单独考试。本

专业为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和江苏省重

点学科。09中德经济

法学方向单独排名，

招生 13 名，德国概

况用德文答题。 



030108 环境

与资源保护法

学 

3 人   

01 环境行政

法 

02 国际环境

法 

03 环境侵权

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德

语③612 法理学④976 环境与

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综合（环境

与资源保护法学、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学） 

不接受单独考试。 

030109 国际

法学 

10 人   

01 国际经济

法 

02 国际私法 

03 国际公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

语一 或 203 日语 或 264 德

语③612 法理学④930 国际法

专业综合（国际经济法学、国

际私法学、国际公法学） 

不接受单独考试。 

四、参考书目 

030101 法学理论 ：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谷春

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魏振瀛主编：

《民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孙国祥主编：《刑法

学》（第二版）（总论部分），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30102 法律史 ：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曾宪

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陈丽君、曾尔恕主编：《外国

法律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郭建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复旦大

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张千

帆著：《宪法学导论——原理与运用》（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08 年；姜明安主编：《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胡建淼主

编：《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030104 刑法学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孙国

祥主编：《刑法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

（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魏振瀛主编：《民法》（第五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030105 民商法学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魏振

瀛主编：《民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范健主编：

《商法》（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齐树洁主编：《民事诉讼法》（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30106 诉讼法学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陈光

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齐

树洁主编：《民事诉讼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胡建淼主编：《行

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030107 经济法学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杨紫

烜主编：《经济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魏振瀛主

编：《民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范健主编：《商

法》（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09 中德经济法学 

Tatsachen ueber Deutschland（《德国概况》）, Societaets Verlag（德国莎西埃德出版

社），2010-2011 年版。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汪劲

著：《环境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胡建淼主编：《行政

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030109 国际法学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肖冰

主编：《国际经济法学》，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李斌编著：《现代国际法学》，科学出

版社 2004 年版；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7 年版；何群、胡晓红主编：《国际私法学》（第二版），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五、近三年分数线 

六、近三年录取人数 

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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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1  法学理论 

29 

7（其中

推免 4

人） 35 

10（其

中推免

1 人） 

28 

8（其

中推

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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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66 90 90 

2013 315 44 66 90 90 

2014 315 44 66 90 90 



人） 

30102  法律史 

30 

7（其中

推免 1

人） 28 

6（其中

推免 2

人） 

20 

6（其

中推

免 2

人） 

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 

37 

8（其中

推免 2

人） 52 

9（其中

推免 2

人） 

41 

9（其

中推

免 1

人） 

30104 刑法学 

100 

10（其中

推免 2

人） 

89 

7（其中

推免 3

人） 

78 

8（其

中推

免 3

人） 

30105 

    民商法学 

 

140 

12（其中

推免 4

人） 124 

16（其

中推免

3 人） 

121 

13（其

中推

免 4

人） 

30106 

诉讼法学 

 

61 

11（其中

推免 5

人） 74 

9（其中

推免 2

人） 

53 

8（其

中推

免 2

人） 

30107 

经济法学 

 

200 

29（其中

推免 12

人） 

194 

30（其

中推免

9 人） 

150 

26（其

中推

免 10

人） 

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  

13 3 9 

0 12 

3（其

中推

免 1

人） 

30109   国际法学 

40 

10（其中

推免 2

人） 53 

11（其

中推免

2 人） 

69 

10（其

中推

免 5

人） 

七、复试详情 

复试参考书目 

030101 法学理论：0501 法理学、西方法哲学 030102 法律史 ：0502 中

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503 宪法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 030104 刑法学 ：0504 刑法

学、刑事诉讼法学 030105 民商法学 0505 民法学、商法学 030106 诉

讼法学：0506 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 030107 经济法

学：0507 经济法学、商法学 09 中德经济法学：0508 经济法学、民法

学、德国概况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509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030109 国际法学：0510 国际经济法学、

国际私法学、国际公法学 



复试形式与比例 

一般是笔试与面试相结合，并对考生的外语听力和口语进行测试同等学

力的考生还需另外加试所报考专业的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其中笔试科目

不少于两门。 

复试内容  

八、学费与学制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号），自 2014年秋季学期起，高等学校向所有纳入

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我校具体收费标准参照教育部及江苏省研究

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1、学术型研究生 

按物价部门批准或备案标准收取，其中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专业 4.4 万元；其他

专业 8000 元/年。 

2、专业学位研究生 

按物价部门批准或备案标准收取，其中公共管理硕士 6 万元；工程硕士（软件工程）4

万元；工商管理硕士 22.5 万元；审计硕士 10 万元（暂定）；会计硕士（全日制攻读）6 万

元，会计硕士（在职攻读）10 万元；艺术硕士（戏剧）6 万元，艺术硕士（美术）4.5万元，

其他类别、领域 1 万元/年。 

 

3.学制 

1、我校学术型硕士生基本学制为 3 年，专业学位硕士生基本学制 2—3 年（具体由有关

院系确定）。  

奖助体系 

   南京大学对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硕士研究生设立“助学金”，每年 6000

元/人；同时设立三个等级的“学业奖学金”，奖额为每年 6000—12000 元/人；在硕士研究

生中，教育部设有“国家奖学金”，额度 20000 元/人；此外，学校还设有各项冠名奖学金

和“助教、助研、研管”岗位；同学还可申请国家信用助学贷款（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中国银行国家信用助学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