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一、法学院简介 
  1、民商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成立于 2003 年 7 月，现下设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

婚姻家庭与妇女理论 4个教研室，拥有 1个重庆市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市场

交易法律制度研究基地和 7个校级科研机构，具有民商法和知识产权法两个专业的博士

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资格。主要承担全校法学等专业 3 门必修课程和 20 余门选修课程

的本科教学任务。拥有商法学和民法学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 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

课程——外国民商法，1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另有 4门重庆市级精品课程和 7门校级精品课程。 2010 年 6月，

以我院知识产权法学科为基础，在整合校内其它资源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内领先的知识产

权学院。 

  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拥有一支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结构合理、发展

趋势好的师资队伍。截至 2010 年 9月，学院共有专任教师 69人，其中教授 17人，副

教授 27人，已取得博士学位者 47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1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 2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1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1人，“全国模范教

师”1人，“司法部优秀教师”4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1人，

“国家知识产权局‘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人，“重庆市十大优秀中青年

法学、法律专家”2人，“重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6人、“重庆市教学名师” 1人，

“重庆市优秀教师”、“重庆市十佳师德标兵”多人。 

  学院自成立以来，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秉承协调发展观、以生为本观、全面质

量观和开放教育观的办学理念，坚持以本科教学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队

伍建设为保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团结拼搏，奋发图强，锐意改革，开拓进取，

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逐

步形成了民商法学院的办学特色。  

2、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院是西南政法大学建立较早的法学院系之一，现有教职工 75人，在校本科

学生 2000 余人，硕士、博士研究生 800 余人。学院下设 6 个教研室，拥有经济法学、

环境资源法学 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经济法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拥有国家级优秀教

学团队、国家级精品课程、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市首届高校创新团

队。自 2000 年起，在中国管理科学院组织的全国研究生培养水平评估中，经济法学科

点均被评为 A++级，位居全国第一。环境资源法学是省部级重点学科，拥有重庆市优秀

教学团队和重庆市精品课程。近年来，学院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A级）等 30

余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和 90 余项省部级项目，在人才培养方

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发展定位：依靠国家重点学科经济法学科的优势，整合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

法的资源，建设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打造高层次的学术精品，培养高素质的政法人才，

将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法学院。 

2个学科：经济法学科、环境法学科 

2个博士点：经济法学、环境资源法学 

6 个教研室：经济法基础理论、企业与竞争法、金融财税法、房地产法、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资源与环境法 



 

3、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是1998年学校院系调整中，由原法律系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

刑法教研室、诉讼法教研室、原刑事司法系部分教师组建而成，原名法学三系，2002

年改为法学院。目前全院共有教职工 92 人，下设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

法文书等四个教研室，承担全校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法文书等 21 门本

科必修、选修课的教学工作，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2121 人。建院以来，学院注意以本科

教学为中心，促进学院各方面工作的开展，院属学科去年均顺利通过省部级重点学科验

收，诉讼法学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学院所承担的主干课程均为省部级精品课程，其中刑

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先后有田平安等 10 余名

教授获得全国名师、重庆市名师等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20余项教学、科研成果获得省

部级以上奖励。 

4、行政法学院 

     行政法学院系西南政法大学 2003 年 6月院系调整过程中新成立的一个学院，也是

在全国第一个被冠名为“行政法”的法学院。四年多来，伴随着学校“第三次创业”的

前进步伐，学院已经建设发展成为全校学科最多、硕士点和博士点最多、在全国享有一

定知名度的法学院 

     1．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教职工 95 人，从职称来看，有教授 21 人，副教授 38 人，讲师 21 人；

从学历来看，有博士 53人，硕士 16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有 3人；从学缘来看，在

校外获得最后学位的人数为 29 人，占 36%；从年龄结构来看，60 岁以上的教师共有 2

人，50岁至 59岁的教师有 10人，40岁至 49岁的教师有 31人，40岁以下的教师有 37

人。 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职称、学历、学缘和年龄结构合理的高素质师

资团队。 

     2．教学与研究机构 

学院设有 5个教研室，即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法律史学和法律逻辑学教研室。  

建有 1 个市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即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中心。 

建有 7个校级科研机构，即西部法制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法治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方

法制研究中心、美国法律与政治研究中心、教育政策与法制研究中心、人大制度与宪政

研究中心、法律文化研究中心。 

     3．学位点和精品课程 

学院建有硕士学位点 4个，即：法学理论、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律逻辑学。 

建有博士学位点 3 个，即：法学理论、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3 个博士学位授权

点都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建有省部级重点学科 3个，即：法学理论、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 

建有精品课程 3门，其中国家级精品课程 1门，即法理学；省部级精品课程 1门，即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校级精品课程 1门，即中国法制史。 

4．科研成果 

自 2004 年以来，学院共获得各类科研项目 63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8项，含

国家重点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16项，国内横向项目 8项，校级项目 32项，科研经费

125.5 万；出版学术专著 33部，在《法学研究》、《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

国法学》等全国各类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87 篇；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16项，

获校级奖励 12项。 

5．学生规模 

学院现有在校学生 2378 人。其中本科学生 1781 人，硕士研究生 522 人，博士研究

生 75人。 

6、教学网站 

学院建设了 2个工作网，即学院主页和学生工作网。建有 4个教学专题网站，即“宪

行天下”、“法之理论坛”、“法理学精品课程”、“西南法律逻辑教与学”。分别由

行政法教研室、法理学教研室和法律逻辑教研室负责建设 



5、国际法学院 

2009 年，西南政法大学为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的

需要，以国际法学科为依托组建了国际法学院。学院目前已成为西部地区高端国际化法

律人才的培养基地。 

【师资力量】学院拥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50名，其中，专职教师 36

名，教授 10 名。45 岁以下教师博士化率 100%，50%以上的教师有出国海外学习经历。

50%以上分别担任有全国性学术组织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

等部门的咨询专家。为强化实务教学，聘请了 20 余名国际法实务界和学界的知名专家

学者为兼职教授。 

【人才培养】学院强调学生素质教育，充分发挥学生会和社团的作用，打造“一赛

两刊三论坛”，即，推出国际法英文辩论比赛，推出内部英文期刊《青年国际法与比较

法评论》和网络学术刊物《国际法学苑》，推出以本科生为主的“法瞰天下学术论坛”、

硕士生为主的“青年国际法论坛”以及博士生为主的“西南国际法论坛”。 拥有教育

部批准建设的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拥有中国法学会中国—东盟高端法律人才培

养基地。 

【科研平台】学院设有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教研室；拥有海洋政

策与法律研究中心、WTO 案例教学研究中心、金砖国家法律研究院和中国法学会创设的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 

【特色课程】学院在本科及研究生教学课程的设置上，注重专业基础与专业特色相

结合、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相结合。开设涉外专业特色课程。其中，《国际贸易法成案

分析》为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国际贸易交易法》为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

程，《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为重庆市级精品课程，《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

法》的教学团队为重庆市级教学团队。 

【学术成果】学院注重科学研究和国家的需要结合，打造《西南国际法评论》、《西

南国际法文丛》和《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文丛》等成果出版平台。近三年来，已获得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一批显示性项目，在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和《中国法学》、

《现代法学》以及国外 SSCI 期刊等出版社和权威期刊出版著论 200 余篇（部）。研究

领域涉及当前国际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部分成果获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和肯定，社会影

响力显著。 

【特色发展】学院坚持特色发展，探索协同创新机制，学术研究以国家发展中面临

的重大国际法问题为导向，人才培养以建设教育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为契机，

培养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意识，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

维护国家利益的职业涉外法律人才。 

6、刑事侦查学院 

刑事侦查学院开展公安类专业教育始于 1956 年，由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犯罪对策

教研组承担。1958 年，又在合并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的基础上成立刑事侦查教研室和

实验室。1979 年，公安部征得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公安部公三（1979）231 号文），并

由最高人民法院向教育部发函（最高人民法院<79>法司字第 284 号文），要求在当时的

西南政法学院设立刑事侦查本科专业。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同意，于 1979 年正式招收全

国第一届侦查学本科专业学生，从而成为全国最早开办侦查学本科专业的院系。后来，

在侦查专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又先后于 1985 年建立侦查学系、2000 年组建刑事

侦查学院。 

刑事侦查学院作为我国最早开办侦查学本科专业的院系，作为我国首批国家级侦查

专业人才培养试验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司法

鉴定机构所在院系，自侦查专业开办以来，无论是教学科研水平，还是人才培养质量都

在我国公安司法理论界、实务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声誉。在这里，先后诞生了全国第一

个犯罪侦查教研机构、全国第一个侦查学教授、全国第一部侦查学本科教材、全国第一

批侦查学硕士、全国第一本侦查学术期刊。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发展，已经为我国公安

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海关、民航、军队保卫部门、司法行政

部门、高等院校等单位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并成为我国高



级侦查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之一。以侦查学专业为代表的各公安类专业已经成为重

庆唯一、西部领先、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业，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

人优我特”的特色专业。公安部政治部原人事训练局孙建国副局长评价说：“西政侦查

学专业是我国办得最早也是最好的本科专业。”公安部原刑侦局长刘文评价说：“二十

春秋，侦查学系新老教职人员辛勤耕耘，成绩卓著，为中国刑事侦查战线培养了大批优

秀干部，为中国刑事侦查科研、教学创造了可贵的成果和经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刑事侦察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7、应用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是全国法学院校之中唯一以应用法学命名的法学院，也

是全国法学院校之中最先建立应用法学学科点和环境执法专业的法学院。学院以回应我

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为宗旨，以创新我国应用法学教育教学体系为己任，以建设“应

用法学前沿、实务教育高地”为旗帜，以拓展应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教育为特色，在

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学院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坚持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齐

头并进的原则，现已发展成为全校办学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提升最快的学院之一。 

      学院现有教师近七十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30%，拥有博士、

硕士学位的教师占 80%，“双师型”教师占 80%。在“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全国秘

书职业技能大赛等多项国家级竞赛、重庆市学联主席的选拔以及全国“三好学生”、“杰

出志愿者”等评选中，我院学生均脱颖而出。 

      学院现拥有建制最为完备的应用法学教研室体系和分布最为广泛的校外教学科

研实践基地。设有检察业务、审判业务、律师业务、刑事执行、环境执法和应用法学基

础理论共六个教研室，在全国法学院校中率先实现了法律实务教育的创新设计。建有国

家财政部专项支持的法律实务教学实验中心、法律文秘实训室和司法案卷资料库，已在

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监狱、律师事务所、环保部门和知名企业共建立近

百个校外教学科研实践基地，迄今已举办近百场法律实务专家大讲堂。 

     学院已创建中国判例研究中心、比较环境法研究中心、法律实务教学研究中心、

刑事司法与刑事执行研究中心和政法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共五个科研创新平台。

研究中心提出的多条政策建议已被实务部门采纳，学院的整体科研实力和学术影响力显

著提高，已形成独树一帜的应用法学科研创新体系。 

二、法学类名师 

李开国 

李开国教授，男，1944 年 3月 7 日出生，四川华蓥市人。1966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

法律系，1985 年 9月至 1986 年 9月赴苏联白俄罗斯大学留学一年。其工作简历是：1968

年至 1978 年在贵州省晴隆县公检法军管组、公安局工作，1978 年 7月调西南政法学院

（现西南政法大学）民法教研室（后改为民商法教研室）任教员，1982 年 2月评定讲师，

1987 年 2月晋升副教授，同年底被学校遴选为硕士生导师，1993 年 6月晋升教授，1998

年 8月牵头申报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科博士点成功并同时被司法部遴选为博士生导

师。在教师兼行政工作方面，1983 年底经民主选举任民商法教研室副主任，1986 年 11

月经民主选举任民商法教研室主任，1999 年 4月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系级机构调整

时任西南政法大法学一系主任。李开国教授现为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重庆市人事局批

准的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带头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科（重庆市重点学科）负责人、

市场交易法律制度研究基地（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民商法博士生

导师、硕士生导师、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在社会兼职方面，李

开国教授现为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顾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重庆仲裁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开国教授

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和司法部优秀教师、重庆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等称号。 

张玉敏 

张玉敏，女，1946 年出生，197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为支援三线建设分配贵州

省纳雍县工作，先后任纳雍县公安局预审员、副局长、法院副院长。1983 年调西南政法

学院，从事民法、知识产权法的教学工作，1996 年评为教授。1993 年担任硕士生导师，



1999 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科带头人，知识产权学院名誉院

长，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优秀教师。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版权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知识

产权研究会理事、重庆市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顾

问、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律应用专业委员会专家。被聘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专

家，参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赵万一 

赵万一，男，1963 年 4月生，山东巨野人。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民商法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仲

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广东佛

山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等。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

（1983），西南政法大学民法学硕士（1986）。1986 年起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1991

年被评为四川省“做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1992 年被聘为副教

授，同年被评为四川省高校“十佳青年教师”；1997 年被评为教授；2001 年被聘为博

士研究生导师。2002 年获“中国第三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04 年获“中国

第四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06 年 8月获重庆市首届“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

法律专家”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基本理论和公司法、证券法、竞争法。独立完

成的专著有：《证券法的理论与实务》（1991），《中国竞争保护法律问题研究》（1996），

《商法基本问题研究》（2002），《民法的伦理分析》（2003）。主编有包括司法部统

编教材、21世纪法学教材《商法学》《证券法学》《民法学》在内的教材二十余部。先

后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现代法学》等杂志发表论文约 80 篇。1985 年与金平

教授等人提出民法调整的是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观点，这一理论为我国《民法

通则》所原则采纳。1987 年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国营企业“委托经营权”理论，成为国内

有影响的代表性学术观点之一。2001 年在我国率先提出民商法价值取向差异理论，认为

民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公平、商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效益。这一观点目前已成为民商法

学界的主流观点。2003 年提出民法的伦理性价值观点，认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既要考虑

技术性要求，同时也要考虑伦理要求，民法典必须是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其学

术观点不但在国内有较大影响，而且在海外有一定影响。2004 年在日本《修道法学》发

表了《关于目前中国商法研究的几个问题》，其学术专著《民法的伦理分析》也于 2005

年在中国台湾最负盛名的两大法律类学术著作出版机构之一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三、考试科目 

行政法学院 

 

 

专业、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 
 
030101 法学理论 

01 现代法理学 

02 西方法理学 

03 法律社会学 

04 立法学 

05 法文化研究 

06 应用法理学 

07 行为法学研究 

08 法政治学 

09 法经济学 

 

030102 法律史 

 

01 中国法制史 

02 外国法制史 

03 中国法律思想史  

04 西方法律思想史 

05 民族法文化 

06 人大制度与宪政史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

日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宪法学 50分） 

④807 专业基础 B（民法学（民

法总则、物权法）50分、刑

法总论 50 分、行政法学 50

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

日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宪法学 50分） 

④807 专业基础 B（民法学（民

法总则、物权法）50分、刑法

总论 50分、行政法学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西方

法理学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①笔试专业课：中国

法制史 100 分、中

国法律思想史 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1 宪法学 

 

 

 

 

 

 

02 行政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

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

宪法学 50分） 

④807 专业基础 B（民法学（民法

总则、物权法）50分、刑法总论

50分、行政法学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宪法

学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①笔试专业课：行政

法学（含行政诉

讼法）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 0301Z4 法律逻辑学 
 
 

01 审判逻辑 

02 侦查逻辑 

03 说服与纠纷解决 

04 法律思维与司法技

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

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

宪法学 50分） 

④807 专业基础 B（民法学（民法

总则、物权法）50分、刑法总论

50分、行政法学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形式

逻辑原理 100分、

法律逻辑学 50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法学院 

 

 

 

 

 

 

 

 

 

 

 

 

 

 

 

 

 

 

 

院系、专业、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 

 
030104 刑法学 

 

01 中国刑法学 

02 比较刑法学 

03 国际刑法 

04 犯罪学 

05 监狱学  

06 毒品犯罪与治理对策研

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

宪法学 50分） 

④806 专业基础 A（刑法学（刑法

总论、刑法分论）70 分、刑事

诉讼法 50分、证据法学 30分） 

 
①笔试专业课: 刑法

分论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030106 诉讼法学 

 

01 刑事诉讼法 

 

 

 

 

 

 

 

 

02 民事诉讼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

宪法学 50分） 

④806 专业基础 A（刑法学（刑法

总论、刑法分论）70 分、刑事

诉讼法 50分、证据法学 30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

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

宪法学 50分） 

④808 专业基础 C（民法学（民法

总则、物权法、债法总论、侵权

责任法）50 分、经济法学（经济

法基本理论、市场秩序规制法律

制度）50分、民事诉讼法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刑事

诉讼法学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①笔试专业课：中国

民事诉讼法学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民商法学院 

 
经济法学院 
专业、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 
030107 经济法学  

01 经济法基础理论  

02 企业法  

03 金融法  

04 竞争法 

05 财税法 

06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 

07 农村经济法制 

08 房地产法 

09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

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

宪法学 50分） 

④808 专业基础 C（民法学（民法总

则、物权法、债法总论、侵权责

任法）50 分、经济法学（经济法

基本理论、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

度）50分、民事诉讼法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经

济法学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专业、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学 

02 商法 

03 婚姻法 

04 继承法 

05 妇女法 

06 医事法学 

07 金融与保险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宪法学 50分） 

④808 专业基础 C（民法学

（民法总则、物权法、债

法总论、侵权责任法）50

分、经济法学（经济法基

本理论、市场秩序规制法

律制度）50分、民事诉讼

法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      

01、06 研究方向：民法

分论（含物权法、债权

法）150 分 
02、07 研究方向:商法

150 分 
03、04、05 研究方向：

婚姻家庭法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 0301Z2 
知识产权法学 

 

 

 

01 知识产权法 

02 知识产权管理 

03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04 知识产权评估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宪法学 50分） 

④808 专业基础 C（民法学

（民法总则、物权法、债

法总论、侵权责任法）50

分、经济法学（经济法基

本理论、市场秩序规制法

律制度）50分、民事诉讼

法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知识产权

法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02、

04 研究方向考察企业管

理学科知识）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1 环境法学   

02 生态法学  

03 资源法学 

04 国际环境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

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

宪法学 50分） 

④808 专业基础 C（民法学（民法

总则、物权法、债法总论、侵权

责任法）50分、经济法学（经济

法基本理论、市场秩序规制法律

制度）50分、民事诉讼法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生

态法原理 75 分、

环境保护法学 75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刑事侦查学院 
 
国际法学院 
 
030109 国际法学 

 

01 国际贸易法 

02 国际投资法 

03 海商法 

04 东盟法 

05 金砖国家法 

06 阿拉伯国家法 

07 冲突法 

08 国际民事诉讼法 

09 国际商事仲裁法 

10 国际体育仲裁法 

11 国际法理论 

12 海洋法与空间法 

13 国际军事法 

14 国际组织法 

15 国际争端解决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法学基础（法理学100分、

宪法学 50分） 

④808 专业基础 C（民法学（民

法总则、物权法、债法总论、

侵权责任法）50分、经济法学

（经济法基本理论、市场秩序

规制法律制度）50分、民事诉

讼法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 

01-06 研究方向：国际

经济法 150 分 
07-10 研究方向：国际

私法 150 分 
11-15 研究方向：国际

公法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专业、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 

（面试） 
★ 0301Z3 侦查学 

 

01 侦查学基础理论 

02 侦查策略 

03 经济犯罪侦查 

04 职务犯罪侦查 

05 物证技术 

06 军队保卫工作 

 
★ 0301Z5 警察科学 

 
01 警察学基础理论  

02 警察行政  

03 社区警务  

04 公共安全管理 

05 犯罪预防与控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宪法学 50分） 

④806 专业基础 A（刑法学

（刑法总论、刑法分论）

70 分、刑事诉讼法 50

分、证据法学 30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或 244 德语

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宪法学 50分） 

④806 专业基础 A（刑法学

（刑法总论、刑法分论）

70 分、刑事诉讼法 50

分、证据法学 30分） 

 
①笔试专业课：含刑事

侦查学 100 分，痕迹

学、文书检验 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①笔试专业课： 含警察

学 100 分、犯罪学 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应用法学院 

 
四、参考书目 
1．法学理论 

《法理学初阶》，付子堂主编，法律出版社第四版；（注：法学各专业初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进阶》，付子堂主编，法律出版社第四版；（注：法学各专业初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高阶》(绪论及上编)，付子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注：法学

理论专业复试参考书目） 

  

2．法律逻辑学 

《法律逻辑学》，雍琦著，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雍琦、金承光、姚荣茂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3.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曾代伟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6或 2012 年版； 

《中国法律思想史》，俞荣根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中国宪法学》，汪太贤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王学辉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5.刑法学 

《刑法总论》，李永升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8月修订版； 

《刑法分论》，朱建华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8月修订版。 

  

6.诉讼法学 

(1)刑事诉讼法方向： 

《刑事诉讼法学》，孙长永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 8月第二版； 

《刑事诉讼法学》，陈光中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6月第一版； 

《证据法学》，潘金贵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 2月第一版。 

《证据法学》，何家弘、刘品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第三版； 

 (2)民事诉讼法方向： 

《民事诉讼法原理》，田平安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院系、专业、研

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复试 
（面试） 

 
0301Z1 应用法

学 
 

 

01 法律适用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

语或 244 德语或 245 法语 
③704 法学基础（法理学 100 分、

宪法学 50分） 

④807 专业基础 B（民法学（民法

总则、物权法）50分、刑法总论

50分、行政法学 50分） 

 

 
①笔试专业课：法律适用学

150 分 
②外国语听说测试 
③本专业综合知识 
 
 
 
 



7.侦查学 

《侦查学教程》，任惠华、马方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痕迹学》，邹明理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文书检验》，贾治辉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8.警察科学 

《犯罪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张小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警察法通论（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李元启，师维主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3 年第一版。 

《公安学基础教程》，公安基础教程编写组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版。     

  

9.民商法学 

《中国民法学》，李开国、张玉敏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民法》，张玉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物权法教程》，刘云生、李开国、孙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合同法》，李开国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商法学》，赵万一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修订版；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陈苇主编，群众出版社 2005 年版； 

   

10.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法》，张玉敏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知识产权法》，张玉敏、张今、张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11.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第四版，李昌麒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经济法学》第二版，李昌麒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12.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中国土地法理论研究》，刘俊著，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环境资源保护法》，曹明德、张志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13.国际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张晓君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国际私法》，刘想树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国际法》，王玫黎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五、录取分数线 

 2014 年 

报考学科门类 

报考专业 

（二级学科） 

总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单科满分 

(150 分)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方向 

［03］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15 44 66 



国际法学 

应用法学 

法律逻辑学 

侦查学 

警察科学 

知识产权法学 

政治学理论 

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方向 

经济法学 

319 

民商法学 325 

法律硕士(非法学)［035101］ 

专业学位 

法律硕士(法学)［035102］ 

315 44 66 

 

 

六、近三年录取人数（不包含推免生） 
 

报考学科门类 

报考专业 

（二级学科） 

2015 2014 2013 

法学理论 56-70 54 56-70 

法律史 32-34 18 32-34 

宪法学 30-37 

行政法学 30-38 

61 72-75 

刑法学 72-91 76 72-91 

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方向 51-55 51-55 

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方向 48-53 

104 

48-53 

国际法学 57-65 49 57-65 

应用法学 12-15 12  

法律逻辑学 9-13 9 9-13 

侦查学 40-45 25 40-45 

警察科学 15-22 4 17-22 

知识产权法学 33-35 35 33-35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0-35 27 30-35 

经济法学 102-105 120 102-105 

［03］法学 

民商法学 126-140 141 126-140 

法律硕士(非法学)［035101］ 240-260 227 240-260 

专业学位 

法律硕士(法学)［035102］ 345-350 

242（不包

含调剂） 

345-350 

 
七、复试详情 
 

复试时间 

按通知日期（一般是四月初）到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第五教学楼大厅报

到，报到时间：（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复试内容 

复试内容包括以下基本方面 

（一）专业素质和能力 

1.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2.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

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



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3.外语听说能力； 

4.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综合素质和能力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 

2.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

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3.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 

4.人文素养； 

5.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英 

语 

听力 

 

口试 

原则上由学科复试组组织实施。学科复试组不能自行组织实施的，可由研

究生招生办公室协调外语学院教师予以协助。 

 

笔试 

专业课测试 

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组织实施。每科考试时间 3 小时，满分为 150 分。考

试科目为考生网报选择的专业或研究方向对应上述（考试科目）栏复试栏

目中笔试专业课的考试科目。 

 

专

业

课 

面试 

为了更加全面了解考生情况，考查其对基本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综合素

质及潜质，复试组应注意把握面试时提问的广度和深度，做到泛问与追问

相结合，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考生。具体要求： 

1.核查考生出示的经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签有“已复试报到”字样的准考证、

复试通知书、身份证等相关材料是否一致，杜绝冒名顶替。 

2.每位考生时间不少于 20分钟。 

3.预先制作一定数量复试题目，通过抽签方式确定各位考生具体复试内容。 

4.对每位考生的作答进行现场记录，记录在《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复

试情况登记表》（以下简称《复试情况登记表》）中的指定位置。 

5.按照《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复试量化得分表》当场给出分数，并告知考

生本人。 

6.面试结束后，在《复试情况登记表》复试评语栏中给出评语。 

 

 

 

八、学费与学制 

1.学术型研究生：非定向就业生 7千元/年。 

2.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法学）：1.3 万元/年。 

                  法律硕士（非法学）：1万元/年。 

   学制：学术性研究生：3年 

   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法学）：2年。 

                  法律硕士（非法学）：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