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篇 

一、法学院简介 

四川大学法学院根据教学需要，设有法理、宪法与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

诉讼法和国际法教研室。本科为法学专业，具有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法学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点，以及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教职员工 81 名，其中

教授 23 名，副教授 27 名。硕士生导师 42 名，博士生导师 13 名，特聘校外博士生导师 1

名。现在法学院既有全国著名的刑事侦查学周应德教授等老专家，又有一批学术领军人物如

杨泉明教授、龙宗智教授、顾培东教授、左卫民教授、周伟教授、魏东教授、徐继敏教授、

里赞教授、杨遂全教授、杨翠柏教授、陈界融教授、唐磊教授、李平教授，还有一批青年骨

干教师，如万毅教授、马静华教授、张斌教授。 

在科研方面，诉讼法学科在全国进入 1至 2 名，人权法研究位于国内前列。  

法学院重视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先后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圣路易斯

大学及日本、俄罗斯的大学建立了长期的校际交流关系。每年有外国专家来院讲学、访问和

接待外籍学生来院实习，并多次组织区域性学术会议和开展合作研究。曾先后派出教师到美

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进行考察、访问、讲学和留学。法学院教师加入中国法

学会及各专业法学会、四川省法学会及各专业法学会，担任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理

事、干事等职的二十余人，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大型国际会议，提交一大批有创见的会

议论文。在基础建设方面法学院现有计算机检索系统和法律法规光盘，拥有音像、指纹、分

析和司法鉴定等先进设备，为本院的教学科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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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赞 男 教授 博（硕）导 

法学理论（法律文化，法律社

会学），中国法制史 

 

刘昕杰 男 副教授 硕导 

法学理论（法律文化，法律社

会学），法文化史 

 

钱向阳 男 副教授 硕导 

法学理论（法治理论，应用法

理学） 

 

杨泉明 男 教授 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宪法）  

周伟 男 教授 博（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行政法），人

权法（人权原理） 

 

徐继敏 男 教授 博（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行政诉讼法，

国家赔偿法） 

 

向朝阳 男 教授 硕导 刑法学（中国刑法，经济刑法）  

魏东 男 教授 博（硕）导 刑法学（国际刑法，经济刑法）  

王建平 男 教授 硕导 民商法学（民法学，证券法）  

李平 男 教授 硕导 民商法学（商法学）  

杨遂全 男 教授 博（硕）导 民商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左卫民 男 教授 博（硕）导 诉讼法学  



唐磊 男 教授 博（硕）导 诉讼法学（证据学）  

龙宗智 男 教授 硕导 诉讼法学（侦查学）  

李平 男 教授 硕导 

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知识

产权与竞争法） 

 

杨翠柏 男 教授 博（硕）导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知识产

权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杨志敏 男 副教授 硕导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知识产

权法（工业产权法） 

 

金明 男 教授 硕导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金

融法） 

 

杜玉琼 女 副教授 硕导 国际法（国际人权法与人道法）  

龙宗智 男 教授 博（硕）导 司法制度  

谢维雁 男 教授 硕导 人权法（中国人权法）  

陶涛 男 副教授 硕导 人权法（国际人权法）  

曾彤 女 副教授 硕导 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  

三、考试科目 

（905）法学综合是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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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法学院 272  推免 62 

(030101)法学理论 

（01）法律文化 

（02）法律社会学 

（03）法治理论 

（04）应用法理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244)

德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中国

法制史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02)法律史 

(01)中国法律史 

(02)法文化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中国

法制史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03)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01）宪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复试科目：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

法同等学力加



（02）行政法 

（03）行政诉讼法 

（04）国家赔偿法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试：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04)刑法学 

(01)中国刑法 

(02)国际刑法 

(03)经济刑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外国

刑法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学 

(02)商法学 

(03)证券法 

(04)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民商

法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06)诉讼法学 

(01)刑事诉讼 

(02)民事诉讼 

(03)侦查学 

(04)证据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司法

制度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07)经济法学 

(01)竞争法 

(02)公司法 

(03)税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经济

法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08)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 

(01)中国环境资源法 

(02)生态法学 

(03)比较环境资源法 

(04)能源法律与政策 

(05)灾害法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环境

资源法学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09)国际法学 

(01)国际私法 

(02)国际公法 

(03)国际经济法 

(04)国际金融法 

(05)国际人权法与人道

法 

(06)国际环境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 

民法、刑法、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国际

公法、国际私

法、国际经济法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Z2)司法制度 

(01)本专业不设研究方

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司法

制度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Z3)人权法 

(01)人权原理 

(02)中国人权法 

(03)国际人权法 

(04)人权的国内与国际

保护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宪法

与人权法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0301Z4)知识产权法 

(01)工业产权法 

(02)著作权法 

(03)知识产权与竞争法 

(04)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203)日语 

③(632)法学综合 A（法理学、宪

法学） 

④(905)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

诉讼法（民诉刑诉） 

复试科目：知识

产权法 

同等学力加试：

民法、刑法  

面试：英语口

语、法律综合知

识 

 



四、参考书目 

科目 参考书名 作者 出版社 

《法理学》 卓泽渊主编 法律出版社 

《法学导论》 卓泽渊主编 法律出版社 

《宪法学》 周叶中主编 法律出版社 

632 法学综合 A（法理学、

宪法学） 

  

  

《宪法学》 周伟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民法学》上下册 王建平主编 川大出版社 905 法学综合 B[民法、刑

法、诉讼法（刑诉民诉） 
《物权法》 梁慧星主编 法律出版社 

《中国刑法教程》 向朝阳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刑事诉讼法学》 樊崇义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刑法学》 马克昌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民事诉讼法学》 常怡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 

法律硕士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 

五、近三年分数线 

四川大学学硕历年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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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330 53 53 80 80 

2012 335 55 55 83 83 

2011 335 51 51 77 77 

2010 315 46 46 69 69 

 

四川大学法硕历年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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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315 50 50 75 75 

2012 310 50 50 75 75 

2011 310 50 50 75 75 

2010 290 45 45 68 68 

 

 

六、近三年录取人数 

武汉大学硕士报考录取统计表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报考数 

录取

数 

报考数 录取数 报录比 

030101 法学理论 34 11 21 11 27.59%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41 12 56 19(6) 21.43% 

030104 刑法学   65 15(6) 10.06% 



030105 民商法学   184 41(5) 14.18% 

030106 诉讼法学 172 37 137 39(5) 23.45% 

030107 经济法学 49 12 44 12(3) 19.40%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26 12(2) 暂无 

030109 国际法学   28 13(5) 暂无 

030180 法律硕士   648 118 11.95% 

七、复试详情 

复试科目上面已备注。 

八、学费与学制 

学制：全日制硕士学制均为 3年。 

学费：收费标准及奖助体系 

1.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我校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学费标准为：8000 元/人·年； 

2.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费标准为：10000 元/人·年； 

（二）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800—1200 元/人·年 

（三）奖助学金 

四川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由国家奖助金和学校奖助金两部分构成，国家奖助金包括国家

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学校奖助金包括学校学业奖学金和学校“三助”岗位津贴。其中，国

家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按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学校“三助”岗位津贴包括助研岗位

津贴、助教岗位津贴和助管岗位津贴，奖助标准及相应的奖助比例如下表所示。  

   

类别 等级 

国家  

助学金  

学校学业奖学

金(补助学费) 

学校助研 

岗位津贴 

国家  

奖学金  

学校助教  

岗位津贴  

学校助管岗位津

贴  

一等 500 元/月 

6000－12000

元/年  

1000 元/月 

二等 500 元/月 

6000－12000

元/年  

400 元/月 

三等 500 元/月 

3000－6000

元/年  

200 元/月 

硕士

研究

生 

其他 500 元/月    100 元/月 

20000 元/

年 （以教育

部当年下达

指标为准） 

A 类：1600元 

/月×10 月  

 B 类：800

元  

/月×10 月  

10 元/小时  

说明：  

1.学业奖学金用于学生的学费补助，具体金额参照各专业学费标准和国家规定的学业奖学金

上限确定。硕士生学业奖学金一、二等上限为 12000 元/年，三等奖按半额学费确定，不

超过 6000 元/年。  

2.硕士研究生“助研岗位津贴”中，学业奖学金和学校助学金一等奖获得者研究生导师承担

不少于 200元/月×12 月，二等奖获得者研究生导师承担不少于 100 元/月×12 月。为鼓

励研究生更多的参加相关科研工作，导师可在有关规定范围内提高助研岗位津贴待遇。  

3.学校设立“研究生指导专项基金”，用以支持“助研岗位津贴”。学校引进人才在其来校

后第一年招生时，其助研岗位津贴导师承担部分参照人文学科政策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