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 

一、法学院简介 

山东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学府之一，其前身为 1901 年创建的山东大学堂，是

继京师大学堂之后我国最早设立的国立大学。在百年山大的历史上，法科曾是一门显要的学

科，1906 年清政府在济南皇华馆设法政学堂，翌年再设法律学堂，时称第一、第二法政学

堂。1913 年，两所学堂合并为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是为 1910年代山东大学六所专门学

校之一。然而，随着其后国运之不济及山大之分合辗转，法科逐渐消弭。 

山东大学法科教育复办自上世纪 80 年代。1980 年招收首届法律大专班，1981 年开设法

律本科专业。1983 年，山东大学法律系成立，以著名法学家乔伟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奠基者，

筚路蓝缕，呕心沥血，为法律系的初创和发展立下功劳。1994 年，法律系转制为法学院，

著名法学家徐显明先生、梁慧星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学院院长，他们铸就了山大法学学术的声

誉。现任院长为优秀青年法学家齐延平教授。 

学院现有全职教师 75人，其中教授 25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18 人，海外专家 4 人，山

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 3 人，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1 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3

人。学院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国家卓越法律人

才教育培养基地。学院编辑出版的 CSSCI 集刊《人权研究》、《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等学术

刊物赢得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目前在校生 1700 余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法学和法律硕士研究生 1000 余人，本科生近

700 人，并有部分来自世界各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留学生。学院通过学术研究、专业实践以及

学生活动塑造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学院设有多种海外留学奖学金，每年选派数十名优秀

学生到国外大学学习。学院着力使其培养的人才在全球意识、世界视野与国际竞争力等方面

获得进步。 

学院强调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国际化视野，与美国、欧盟各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香港、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所大学与研究机构保持着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学院 90%以上的教师

具备海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以交流促发展，建设一所国际化的法学院，是我们一贯的发展

方向和工作重点。 

学院现拥有独立的法学教学楼和法学科研楼。法学教学楼建筑面积 10000 平米，设有

360 座学术报告厅、国际视频教室、模拟法庭、网络教室等先进教学设施。法律图书馆占地

近 2000 平米，现有藏书 8 万余册，订有国内外知名专业杂志和报刊 200余种，共有阅读坐

席 300 个，设有典藏室、五十岚清日文阅览室、80 座席的数字阅览室等设施，购有 Westlaw、

HeinOnline、北大法宝、北大法意等专业数据库。法学科研楼建筑面积 2000 平米，每位教

师均拥有独立的研究室，另设有实验中心、多功能会议室等。良好的硬件设施为法学院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山东大学在美丽的威海校区还设有一所法学院，全职教师 40 余人，在校本科生、硕士

生、博士生 1000 余人。备受关注的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已进入施工攻坚阶段，为支撑青岛校

区学科建设，延揽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国际法、海洋法高端人才，我们

拟于青岛校区设立山东大学国际法学院。 

法学教育关涉一国法律制度之品质、法律职业人格之塑造以及法治文化之养成。沐浴百

年山大山魂海韵的法学院，奉行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以制度为保障的办学理念。

她努力使每一个学子倍感自豪，每一个教师有足够尊严，每一项制度彰显公正。与百年山大



相比，法学院是年轻的，但她充满青春朝气，富有创新精神。我们将一如既往，承担责任，

励精图治，建设一所受人尊重的法学院！ 

二、法学院名师 

姓名 

性别 

技术职务 专 业【研究方向】 导师类别 

其他备

注 

武树臣 男 教授 法理学、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 博导/硕导  

杨海坤 男 教授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博导/硕导  

郭明瑞 男 教授 民法学、经济法学 博导/硕导  

徐显明 男 教授 人权与法治 博导/硕导  

齐延平 男 教授 法哲学 宪法学 人权法学 博导/硕导 院长 

冯殿美 

男 

教授 

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刑事诉讼

法学 

博导/硕导 

 

柳砚涛 男 教授 行政法、行政诉讼法 博导/硕导  

王德志 男 教授 宪法、人权法 博导/硕导  

王丽萍 女 教授 民法总论、债法、亲属法 博导/硕导  

肖金明 男 教授 宪政制度、法治政府理论 博导/硕导  

周长军 

男 

教授 

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司法制

度 

博导/硕导 

副院长 

柳忠卫 

男 

教授 

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刑事执行

法学 

博导/硕导 

 

桑本谦 男 教授 法理学 博导/硕导  

耿利航 

男 

教授 

公司法、证券法、金融监管、侵

权、物权 

博导/硕导 

 

黄世席 

男 

教授 

国际投资法、国际私法、国际争

端解决 

博导/硕导 

 

姜作利 男 教授 国际经济法、罗马法 博导/硕导  

[台]张晏瑲 

男 

教授 

国际法、国际海洋法、国际环境

法、海洋政策 

博导/硕导 

 

魏建 

男 

教授 

法经济学、企业理论、制度经济

学和资本市场 

博导 

 

傅礼白 男 教授 宪法学、中国法制史 硕导  

李道军 

男 

教授 

法理学、法史学、人权法学、宪

政理论 

硕导 

 

林明 

男 

教授 

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

史 

硕导 

 

毛映红 女 教授 知识产权法，专利实务 硕导  

秦  伟 

男 

教授 

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继

承法、民事诉讼法 

硕导 

 

申政武 男 教授 日本法、物权法、人格权法、信 硕导  



托法 

牟宪魁 男 教授 违宪审查、民商法、东亚比较法 硕导  

张式军 

男 

教授 

中国环境法、自然资源保护法、

国际环境法 

硕导 

 

崔立红 女 教授 知识产权法 硕导  

张海燕 女 教授 民事诉讼法和民法 硕导 副院长 

 

三、考试科目 

106 法学综合是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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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计划招生人数 考  试  科  目 备  注 

006 法学院 

206 人 

( 学术型硕

士  55 名 ,法

律硕士（非法学）

111 名 ，法律硕

士（法学）40 名)

 ，其中拟接收推

荐免试  110名 

    

030101法学理论 

 不指定招生

人数 

    

01 法哲学 

02 法社会学 

03 比较法学 

04 法解释学 

05 法经济学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30102 法律史 

 不指定招生

人数 

    

01中国法律制度

史 

02中国法律思想

史 

03西方法律思想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史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030103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不指定招生

人数 

    

01 宪法 

02 行政法 

03 人权法 

04 立法法 

 

  

① 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30104 刑法学 

 不指定招生

人数 

    

01 中国刑法学 

02 比较刑法学 

03 犯罪学 

04 刑事执行学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30105民商法学 

 不指定招生

人数 

    

01 中国民法 

02 中国商法 

03 外国民商法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30106诉讼法学 

 不指定招生

人数 

    



01刑事诉讼法学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2 民事诉讼法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3 行政诉讼法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4 证据法学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30107经济法学 

 不指定招生

人数 

    

01 经济法原理 

02 金融法 

03 竞争法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030108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学 

 不指定招生

人数 

    

01 中国环境法 

02 国际环境法 

03环境法与环境

管理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30109国际法学 

 不指定招生

人数 

    

01 国际公法 

02 国际经济法 

03 国际私法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614 -- 综合 A(含法理学、宪法

学、行政法学) 

④809 -- 综合 B（含民法总论、

刑法总论） 

同等学力加

试： 1.国际法

 2.中国法制

史 

035101 法律（非

法学） 

 112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398 --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

法学） 

④498 --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

学） 

暂无专业备注 

35102 法律（法

学） 

 40 

①101 -- 思想政治理论 

②（多选一科目） -- 201-英语

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

 244-德语（外） 

③397 --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

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 1.国际

法 2.经济法 



学） 

④497 --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四、参考书目 

综合 A 

《法理学》（第三版）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宪法》（第二版）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姜明安，北大出版社、高教出版社，2007.(行政法部分); 

综合 B 

《民法》(第二版)郭明瑞，高教出版社，2007 年(总论部分); 

《刑法学》(第三版)高明暄、马克昌主编，执行主编赵秉志，北大出版社、高教出版，2007(总

论部分) 

五、近三年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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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硕 330 55 55 85 85 

201

2 法硕 

325（非法） 

330（法） 

50（非法） 

55（法） 

50（非法） 

55（法） 

80（非法） 

85（法） 

80（非法） 

85（法） 

学硕 330 50 50 90 90 

201

3 法硕 320 

55（非法） 

50（法） 

55（非法） 

50（法） 

90 90 

学硕 340 50 50 90 90 201

4 法硕 320 50 50 80 80 

六、近三年录取人数 

山东大学硕士报考录取统计表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6 人（推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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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全院） 

30102 法律史      55（全院） 

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42 4  55（全院） 

30104 刑法学      55（全院） 

30105 民商法学      55（全院） 

30106 诉讼法学      55（全院） 

30107 经济法学      55（全院） 

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55（全院） 

30109 国际法学      55（全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    98  112 

035102  法律（法学）  

58（30

推免） 

 50  40 

七、复试详情 

复试参考书目 学术型： 

《刑事诉讼法》，孙长永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 



《民事诉讼法》（第六版），江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加试科目参考书目： 

《国际法》，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中国法制史》（第二版），曾宪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1年。 

专业学位： 

复试笔试参考书：《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 

加试科目参考书：《国际法》，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经

济法》（第四版），杨紫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复试形式与比例 法律硕士（非法学）1.2:1 

法律硕士（法学）3:1 

复试内容 一、学术型 

  1.复试方式和内容 

  1）笔试：重点考察考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闭卷形式，

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满分 100 分。笔试科目包括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

讼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 

  2）面试：主要考察考生分析问题和口头表达的能力，了解考生对专

业课以及专业课以外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审阅考生的代表作（学术学

位论文、已发表或者未发表的科研论文、调查报告）以考察考生的科研

能力；考察考生政治思想、道德修养、兴趣爱好、心理素质、文明礼仪

等方面的情况。满分 100 分。 

  3）外语听力和口语测试：以口试形式测试，满分 100 分。 

  2.拟录取排名方法： 

  各专业录取名次由以下公式换算录取成绩后由高到低排序 

  录取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50% 

  复试成绩=复试笔试成绩×80%+复试面试成绩×15%+外语听力口语

测试成绩×5% 

  3.复试笔试科目参考书目： 

  《刑事诉讼法》，孙长永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 

  《民事诉讼法》（第六版），江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4.加试科目参考书目： 

  《国际法》，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中国法制史》（第二版），曾宪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二、专业学位 

  1.复试方式和内容：  

  1）笔试：采用闭卷形式，考试时间为 3小时，满分 100 分。笔试科



目：全国法律硕士入学联考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课。 

  2）外国语听力测试：考试时间为 30 分钟，满分 100 分。(多媒体播

放，不需自备耳机) 

  2.拟录取排名方法：录取名次由以下公式换算录取成绩后由高到低

排序 

  录取成绩=初试成绩÷5×60%+复试成绩×40% 

  复试成绩=复试笔试成绩×95%+外国语听力测试成绩×5% 

  3.复试笔试参考书：《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

指南》。 

  4.加试科目参考书：《国际法》，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经济法》（第四版），杨紫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1年。. 

八、学费与学制 

学制 

  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 

学费 

  学硕 8000/年，专硕/12000/年 

奖（助）学金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我校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可享受或申请下列奖学金、助学金或通过其

他途径获得资助。 

  （一）研究生助学金。研究生助学金用于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

划的非定向全日制研究生（档案转入山东大学且无工资收入），每生每年 8000 元。 

  （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根据研究生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因素进行评定，

用于奖励支持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奖学金金额分别为 8000 元/年、5000 元/年、3000

元/年，获奖人数约占非定向全日制研究生（档案转入山东大学且无工资收入）总人数的 70%。 

  （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国家财政部、教育部下达奖励名额，学校择优评定，每

生每年 2 万元。 

  （四）研究生“三助”(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 

  （五）优秀生源奖学金。对推荐免试到我校的国内高水平大学的毕业生将择优给予奖励，

每生最高奖励 24000 元。 

  （六）社会奖学金。我校设有近 30种奖学金，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用以奖励学习成

绩优秀、科研能力突出的在校研究生，最高奖励金额 10000 元/生。 

  （七）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