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 

一、法学院简介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

办的大学，也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 

    建校以来，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居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大

学。建校迄今，已先后为国家培养了 20 万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厦大学习、工作过的两院院士

达 60多人。 

    学校设有研究生院、27个学院（含 76个系）和 10个研究院，拥有 3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50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87 个专业可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276 个专业可招收培养硕士

研究生，83 个专业可招收本科生；拥有 5 个一级学科和 9 个二级学科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涵盖 38

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26个博士后流动站，9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 

学校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2678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713 人，占全职教

师总数的 64.0％（下同）；拥有博士学位的 1918 人，占 71.6％。学校共有两院院士 22 人（其中

双聘院士 10人），国家“973”、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7人，中央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千人计划”入选者 38 人（其中“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10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5

人、讲座教授 1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8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人、青年拔尖人才 3人，列入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6人，

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6 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10 人，列入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

人才培养计划”151 人；国家创新研究群体 5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7个。 

    学校设有 160 多个研究机构，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 4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2个，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5 个，教育部工程技术中心 3 个，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 5

个，福建省重点实验室、中心 28个，厦门市重点实验室、中心 16个。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是

福建省内唯一经科技部、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自然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十一五”

期间，共承担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课题 700 多项，在 Science 和 Nature（含子刊）

以及 Cancer Cell、The Lancet 等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6 篇，2 项科研成果获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1项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实力雄厚，南洋研究、台湾研

究、高教研究、经济研究、会计研究等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十一五”期间，共承担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131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研究项目 157 项，教育

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4项，立项数均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在教育部第四届和第五届高校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中，分别有 19项和 14项成果获奖。 

    学校拥有完善的教学、科研设备和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学校占地近 9000 亩，其中思明校区位

于厦门岛南端，占地 2500 多亩，漳州校区占地 2568 亩，翔安校区规划建设用地 3645 亩（2012 年

9月，翔安校区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并投入使用）。校舍建筑总面积 199 万平方米，图书馆馆藏纸质

图书总量 448 万册（另有电子图书 39204GB），固定资产总值 42亿元，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15.3 亿

元。校园高速信息网络建设的规模、水平居全国高校前列并成为 CERNET2 的核心节点之一。校园依

山傍海、风光秀丽，已成为公认的环境最优美的中国大学校园之一。 目前，厦门大学正昂首阔步

朝着“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迈进。 

 

 



 

 

二、法学院名师 
曾华群 

教授、博导，现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副会长（2006-），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2000-），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常务理事（2001-），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理事（2007-），

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专家，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2003-），厦门国

际法高等研究院首届董事会董事兼联席院长（2005-），厦门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轮值主任（2007），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会委员，Editor,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2-)，《美国法通讯》(American Law Review)顾问委员会委员(2003-)，香港学术评审局学

科专家和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海外评审人 

 
刘志云 

江西瑞金人，1994 年至 1998 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获学士学位；1998 年至

2001 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师从卢炯星教授，获硕士学位；2001 年至 2004 年就

读于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师从徐崇利教授，获博士学位。 

研究旨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交叉研究、国际经济法与涉外经济法、投资法与金融法等

领域。至今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公开发表法学论文与时评 140 余篇；已出版个人专著 4

部；参与专著或教材撰写若干。 

 

 陈辉萍 
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国际公法，１９９３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法学院任教，

在国际法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法学英语、外国文献选读选译、国际投

资法（双语教学）、国际法、国际法专题研究、国际人权法等。科研重点是国际投资法，特别是国

际投资条约方面的研究。 

 

蔡庆辉 

副教授，祖籍福建莆田。1993 年考取厦门大学法律系国际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7

年考取厦门大学法律系国际经济法专业，获国际法学硕士学位。2002 年考取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

法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0 年 8 月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研室从事教学

科研工作,同时为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经济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国际贸易法、国

际税法、电子商务法。 

 

傅崐成 

教授，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凯原特聘教授，《中国海洋法学评论》主编，香港《中国评论》学术顾问。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

法研所。1986 年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ＳＪＤ）学位；曾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学

院研究；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他专攻国际法、海

洋法以及英美合同法；其他曾担任教学的科目还包括：国际私法、宪法、行政法、国际商事法、英

美法导论等；曾在台湾担任(台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行政院顾问、立法院顾问、对外渔业合作

发展协会董事等多项职务；著有《国际海洋法－衡平划界论》、《南（中国）海法律地位的研究》、

《海洋法专题研究》、《从厦门和台北看中国两岸》、《Equitable Ocean Boundary Delimitation》、

《Vessel-source Pollution and Coastal State Jurisdiction》、《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China》、《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美國合同法精義》等中英文专

著 30本。 



 

 

 

三、考试科目 

专业科目 

初试（专业科目） 专业 

专一 专二 

复试 

（专业科目） 

035101 法律（非法学） 

398 法 硕 联 考 专

业基础（非法学） 

498法硕联考综

合（非法学） 

 

 

四、参考范围 
考科 考试范围 

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

（法学） 

498 法 硕 联 考 综 合   
（法学） 

398、498 科目请参照教育部考试大纲 

五、近五年分数线 
法律硕士（非法学）考研复试分数线  

年度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2014 55 55 90 90 345 

2013 55 55 90 90 345 

2012 55 55 90 90 345 

2011 

法律(非法学)[035102] 

55 55 90 90 345 

2010 

法学院 

法律硕士（非法学）[4102] 50 50 70 70 300 

六、近三年录取人数 
2013 2014 2015 

学院 专业 录取人数 

(含法硕非法学、含推免) 

录取人数 

(含推免) 

录取人数 

(含法硕非法学、含推免)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035102] 50 53 65 

七、复试详情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06】4 号）文件精神及我校的实际

情况，现对我校 201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和录取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选拔，确保质量，按需招生，宁缺毋滥；

坚持选拔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及潜力、具有特殊学术专长及潜力的人才的原则；坚持在复试录取过程中，切实做到

以人为本，尊重考生，服务考生的原则。  
提高认识，服从大局，加强宣传，继续做好专业学位硕士（双证）研究生的招生录取工作，推动硕士研究

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模式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   



二、组织管理  
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指导全校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工作。同时，成立学院（研究院）研究生复试

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研究生复试和录取的各项工作。学院的复试及录取领导小组由分管研究生教育的院

长、各系分管研究生教育的主任、学院党委（总支）负责纪检工作的领导以及院系相关领导组成。由分管研究生

教育的院长任组长，负责纪检工作的院领导任副组长。 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成立若干复试小组和复

试巡视小组。复试小组具体实施对每位考生的复试考核。每个复试小组应由不少于 5 名办事公正和责任心强的

教师（研究生导师一般不少于 3 人）组成，并设立组长一名。复试巡视小组负责检查监督本院内的复试录取工

作，设立组长一名。  
各学院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应加强对参与复试录取工作教师的培训与管理。要对参与人员进行政策、业

务、纪律等方面的培训，使其明确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要强化参与工作教师的公平意识、

责任意识、业务意识和保密意识。   
三、 复试的要求与程序  
所有被录取考生均须参加复试考核。推免生和往年保留录取资格生若已经复试过且所在院系同意不再复试

的考生可予免试；如果尚未参加复试或参加过复试但所在院系认为有必要再次复试的考生由院系通知参加此次复

试。  
（一）复试的基本分数线划定和实施细则要求  
厦门大学 201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基本分数要求已由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请见附件。  
各学院（研究院）须召开本单位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制定本单位的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并在

不低于（单科和总分皆不能低）学校相应学科复试基本分数线的原则下，进一步确定本单位各专业（或方向）的

复试分数线。我校全面实施差额复试。原则上各院系的复试比例控制在 1 ： 1.2 — 1 ： 1.5 之间，部分院

系可根据学科特点、专业需要及上线考生情况适度调整复试比例，但最高不得超过 1：2 的复试比例。  
各学院（研究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各专业（或方向）复试分数线及复试比例经校招生办审核后在

各自的网页公布。   
（二）复试资格审查  
各院系应在复试前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考生复试时须携带本人以下材料到各院系接受检查：  
1. 填写完整并密封完好的《厦门大学 2014 年硕士研究生政治表现情况审查表》（该表可在厦门大学招

生办网页：http://zs.xmu.edu.cn 下载） ；  
2.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应届生携学生证）及复印件；  
3. 大学期间成绩单（加盖教务部门或档案单位红色/蓝色公章）；  
4.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 准考证（遗失者可免交）；  
6. 一张近期 1 寸免冠彩照，用于体检；  
7. 考生自述（主要包括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外语水平、业务和科研能力、研究计划等方面内容）；   

  8 . 体检表（须在厦门大学医院体检，可在复试后补交）。  
同等学力考生还需提供大专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英语水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和 6 门及以上本科专业

课程成绩证明。注意：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  
注：政审表一般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填写、签字并盖章；若考生档案由工作单位寄挂在人才市场，则由考

生工作单位填写、签字并盖章。   
（三）复试内容和复试方式  
复试内容主要包括：  
（ 1 ）专业素质和能力测试。主要考查内容包括：创新精神和能力；本专业的发展潜力以及对本学科发

展动态的了解；考生运用本学科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2 ）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主要考查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本学科以外的学习、科研、

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

素养；行为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 3 ）外语测试。含外语听力测试、外语口语测试和专业外语测试等方面。  
对专业学位硕士（双证）研究生的复试，要突出对专业知识的应用和专业能力倾向的考查，加强对考生实

践经验和科研动手能力等方面的考查。  
复试方式主要分为：  
（ 1 ）笔试。主要为专业课测试。  
（ 2 ）实践（实验）能力考核。主要测试实验和操作技能，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3 ）面试。具体要求：每生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每个面试小组成员不少于 5 人；参加复试

的教师须独立评分；须对每位考生的复试进行记录和录音。  
各招生单位还可根据各自学科专业的特点增加其它的复试方式。  
4. 复试成绩的比例  
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各单位可根据本专业的特点确定专业素质、综合素质、外语能力等部分的成绩

比例。复试成绩的权重为：占总成绩的 30%—50%。   
（四）复试要求  
1. 复试（含笔试和面试）要有试题，并做好记录和录音（录音机、磁带或其他录音设备由各院系自备）。

复试考核小组须填写每位考生的评语和给出评定的成绩。复试完毕后复试试卷、考试提纲、录音资料以及复试记

录在各院（系、所）保存三年（未录取者保留一年）。  
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复试试题及其标准答案均系国家机密材料，请各单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做好安全

保密工作。各招生单位应建立复试试题题库。  
2 . 对同等学力考生，除统一规定的复试内容之外，还需加试两门专业课（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

法律硕士（非法学）可予免试）。加试科目为所报考专业的两门本科主干课程，且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的

方式为笔试。考试时间为每门 3 小时，每门课程满分为 100 分。加试课程成绩不计入总成绩，但任何一门加试

科目成绩达不到 60 分者，视为整个复试不及格。  
3. 复试工作结束后，各院（系、所）应将复试成绩及结果在三个工作日内报招生办审核。  
4.复试信息必须公开：各学院（研究院）的复试考生名单、考生的初试成绩（含单科和总分）、分专业招

生计划和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经校招生办审核后必须在各院系的网页上公示。   
四、体检  
所有取得复试资格的考生都应在复试期间到厦大医院参加体检。保留录取资格生不管是否已经体检，都必

须参加此次体检。   
五、调剂  
1. 调剂复试的基本要求  
（ 1 ）生源有缺口的专业应优先从校内相同或相近专业的考生中调剂。  
（ 2 ）校内调剂考生必须符合我校相应专业基本复试线，校外调剂至我校考生必须同时达到相应专业国

家复试线和我校基本复试线（注意：调剂考生必须同时达到原报考专业相对应的分数线和调入专业所对应的分

数线）。调剂原则上应在同一个一级学科里进行，原则上要求有一门相同的专业考试科目。国家线一般在 3 月底

4 月初公布。  
（ 3 ）从校外调剂到我校全日制研究生（含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的考生原则上本科毕业院校必须是国家 

“985” 或 “211” 或教育部 75 所直属高校。  
（ 4 ）在职专业学位生的调剂除符合我校相应专业基本分数线外，还需符合工作年限的要求。  
（ 5 ）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为调剂生。  



（ 6 ）调剂生与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持同一标准进行复试。  
2. 调剂程序  
第一步 符合我校调剂要求的考生请到我校招生办网页下载我校统一的调剂申请表，填妥后交送至或邮寄

至或传真至我校相关院系；  
第二步 院系对材料进行初审；  
第三步 招生办 复审；  
第四步 相关院系通知通过复审的考生参加复试；  
第五步 考生到教育部网上调剂平台（网址：http://yz.chsi.com.cn/tjxx/ ）上补填调剂申请，以便我

校通过调剂网履行复试和录取的相关网上程序。    
六、录取  
1 . 根据各专业（或各方向）的招生计划和考生总成绩（总成绩 = 初试成绩 ÷5 （或 3 ） × 权重 + 

复试成绩（百分制） × 权重），并结合考生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择优确定拟录

取名单。  
2．各院系可以院或系为单位，根据考生总成绩的高低，将候补录取考生按先后顺序排列，并在备注中注

明“候补 1”、“候补 2”、“候补 3”…字样，以便在拟录取名单里的考生放弃拟录取资格或争取到追加计划

的情况下能按序补录。（注意：请广大考生自愿和慎重地持有候补录取资格！候补录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到

最后很可能出现候补不上的局面。因为考生选择等候候补录取名额而导致丧失调剂机会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同时，在候补录取过程中，如若排序靠前的候补考生已调剂至其它学校，我校将跳过该生顺次候补录取紧随其后

的候补考生。）  

3.复试成绩不及格（ 60 分以下）者不予录取。政审不合格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同等学力任一门加

试科目不及格（ 60 分以下）者不予录取。  
4. 各院系应在复试工作完成后三个工作日之内，召开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将

名单报送至招生办审核。并为每位考生填写 “ 录取审批表 ” 报送至校招生办。  
5. 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经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核确定，并报省招生办和教育部审批最终确定。  
6.录取信息必须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拟录取考生的初试总分、复试成绩和总成绩等拟录取信息必须上

网公示。   
七、奖学金  
我校 2014 年将继续实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与学术型硕士完全相同的奖学金待遇的政策。 同时，我校正

在制定新的奖学金方案，将对原有奖学金方案进行调整，形成一个更能吸引优秀考生、更加科学、更加以学生为

本的奖学金方案。具体方案我校将尽快出台。   
八、复试录取的监督与复议  
1. 厦门大学纪委、监察处全程监督我校 201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各个环节。监督电话： 0592

—2186219 。  
2. 实行校、院二级复试巡视制度。校领导、纪委、监察处、研究生院、招生办和考试中心等单位组成若

干校巡视小组。各学院（研究院）成立由负责纪检工作的院领导任组长和相关领导、教师组成的院巡视小组，负

责本单位的复试巡视工作。在复试过程中，校、院巡视小组将深入各院系复试现场，在不干扰正常复试工作的前

提下，采取随机走进考场和实验室、旁听面试等措施以了解、监督复试工作。  
3. 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所有参与复试录取工作的人员都要认真负责，严格保密，切实维护复

试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对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要追究责任。  
4. 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复试基本分数线、复试工作办法、复试结果等信息应及时公布。  
5. 实行回避制度。本年度有亲属参加硕士生入学考试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应主动回避，不得参加硕士生的

复试工作。  



6. 实行复议制度。要保证投诉、申诉和监督渠道的畅通。受理投诉和申诉应规定时限。对投诉和申诉问

题经调查属实的，由各学院（研究院）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责成复试小组进行复议。    

 

 
九、复试录取工作日程安排  
3 月 14 日 （星期五）前，各院系制定出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确定复试比例、复试考生名单、复试

日期和调剂信息，并报招生办审核同意后尽快在各院系网上公布；  
3 月 20 日—3 月 31日 （星期一）前，各院系开展并完成复试（含校内调剂复试）工作，期间考生进行

体检。各院系原则上应在复试工作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召开招生领导小组会议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将拟录取名

单报送至招生办；   
最终录取名单以校招生领导小组确定并报教育部审核通过的结果为准。录取通知书将于 6 月中旬左右寄

发。   
十、本复试录取工作意见由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八、学费与学制 

我校学术型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的学费标准为：全程 3.3 万元（含两年学制、两年半学制和三年学制。

两年学制的，我校每年收取全程学费的二分之一；两年半学制和三年学制的，我校分三次收取学费，每次收取全

程学费的三分之一。以上学费标准若有调整，最终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准）。 

法律硕士学制 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