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大学——法学硕士 

一、法学院简介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座落于素有天堂之称的古城苏州，已有百年的办学历史。深厚

的法学文化积淀与现代的法律学术追求相结合，使苏大法学院成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与

法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王健法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15年的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以东吴大学为本，与

上海创设“ 

东吴大学法学院”。学院教学突出“英美法”内容，专以讲授“比较法”为主，其

明确的专业意识与科学的培养目标，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时有“南

东吴，北朝阳”之美称，又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国内现代

法学大师中，王宠惠、吴经熊、盛振为、丘汉平、董康、孙晓楼、王伯琦、杨兆龙、李

浩培、倪征日奥、潘汉典等诸位先生，或执教东吴以哺育莘莘学子，或出身东吴而终成

法学名宿，东吴大学法学院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法学名宿的摇篮。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

东吴大学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法学院也随之并入他校。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江

苏师范学院”易名为“苏州大学”，同年恢复法学教育，设法律系，是全国最早恢复法

学教育的院校之一；1986年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扩建为苏州大学法学院。2000年5月，百

年校庆期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王健先生重返母校，关心法学教育发展，由其子

王嘉廉先生捐巨资支持法学院建设，苏州大学法学院更名为王健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

个由海外专项基金资助的公办法学院。 

王健法学院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目前法学院共有教职员工77人。其中专任教

师66名，包括教授22名，副教授25名。博士生导师10人，硕士生导师41人。教师队伍学

历层次高，绝大部分具有海内外名校博士学位，年龄结构合理，形成了老中青有机搭配

的梯队。法学院教师热爱教学事业、教学态度端正、教学效果优良，注重师生互动，强

调能力培养，形成了良好的教研氛围。法学院行政管理人员与图书资料管理等教研支撑

人员业务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为教学科研事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王健法学院具有完整的法学教育资源与教育体系。法学院分别于1992年和1998年获

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华东地区最早获得法学博士点的单位，学科建设起步较早。

法学院现设有法学和知识产权两个本科专业，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及法学一级学科

博士点，目前在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知识产权

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十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招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

讼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招收博士研究生。学院拥

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同时，王健法学院也是我国较早开展法律硕士教育的单

位，招收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及在职法律硕士等各种

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学生，目前在校学生两千余人。 



王健法学院拥有高端的科研平台和丰厚的法学研究成果。苏州大学法学专业为江苏

省高等学校品牌专业，法学学科为江苏省优势学科和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在教育部最

新一轮的全国学科评估中，我校法学学科位列全国第十七位。“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为

江苏省重点学科，“法理学”为国家精品课程，“法学理论”为省级优秀课程群，“公

法研究中心”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建有江苏省知识产权（苏

州大学）培训基地，东吴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检察发展研究中心为苏州大学校级科研

机构。2013年，由苏州大学、苏州高新区、苏州知识产权局共建的苏州大学知识产权研

究院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法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法学院教

师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积极为法治国家建设献计献策。新世纪以来，先后承担了包括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近40项，省部级项目80余项，发表各

类学术论文千余篇。根据中国法学创新网统计，王健法学院教师2012年度发表的法学类

核心刊物（CSSCI）他发数数量位居全国法学类院（系、校）第9位。 

王健法学院硬件良好、设备一流、文献丰富、资源充足。在东吴大学原校址上兴建

的王健法学楼建筑面积达16000平方米，教室装备一流，设有中式、英式模拟法庭、国

际学术会议厅等，全体教师均配备有独立的工作室。法学院图书馆面积达3600平方米，

现有各类藏书6万余册，中外文期刊600多种，电子图书30多万册，学院在收藏、保留港

澳台地区法学期刊、图书及文献资料方面独具特色。 

自1982年以来，法学院已为我国培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等各类层次

的专门人才15700余人，成为重要的法学人才培养基地，许多校友已成为国家政法部门

和法学教育的中坚力量。 

 

 

 

 

 

 

 

 

二、法学院名师 

周永坤 

    周永坤，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理论学科带头人。现任苏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法理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主要研究

方向为法理学。出版《法理学——全球视野》、《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论



自由的法律》、《宪政与权力》等代表专著。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核心期

刊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百余篇，其中40余篇论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

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及《高等学术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是国内知名的法理学专家。主

持司法部重点项目《权力制约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等项目6项。获得江苏省优秀社

会科学二等奖等省市奖励10余项，获司法部颁发的法律硕士优秀教学奖。其著作有很高

的他引率，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课题组”评为“中国法学研究的

顶尖学者”。 

艾永明 

艾永明，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法学博士。法律史学科带头人。现任中国法

学会法律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法学会法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

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出版《唐代行政法律研究》、《清代文

官制度》、《臣纲：清代文官的游戏规则》等专著，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清史》编纂项目《清史� 按察使

表》。在中国行政法史和中国近代法制研究领域中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曾获江苏省第

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钱端升法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先后被评为

苏州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和江苏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杨海坤 

杨海坤，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带头人。

现任苏州大学东吴比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行政

法学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行政法学。出版《中国行政

法基本理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等专著

与教材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文章500余篇，全文收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有70余篇。

是国内知名的行政法学专家。教学科研成果曾获得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司法部

优秀教材和社科成果一等奖、江苏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

励；个人曾获得国家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优秀研

究生导师、江苏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李晓明 

李晓明，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学科带头人。现任苏州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主

任，兼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江苏省刑法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检察学研究会金融检察专业委员会理事等学术

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犯罪学。出版《行政刑法学导论》、《中国刑法基本原

理》和《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等专著、教材多部，在《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

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全国教育“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法学会重大课题和司法部重

点课题等多项，获省部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多项。曾被评为河北省“优秀社科青年专家”

和河北省“优秀省管专家”，享受政府津贴；获江苏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北美

校友会杰出成就奖”等荣誉称号，入选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分别于2004年在

英国伯明翰大学、2005年至2007年在美国波士顿学院和美国东北大学访学。 

胡亚球 



胡亚球，教授，硕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法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党委书

记，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江苏

省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强制执行法学和司法制

度。在《中国法学》，《现代法学》，《法学评论》、《法商研究》、《法学》等刊物

发表法学论文30余篇，出版《中国民事诉讼的原理与实务》，《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基

础》等著作10余部，主持与参加国家社科基金、司法部及江苏省高等教育改革等研究项

目近10项，获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及中国法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等厅级以

上奖励近10项，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

曾于2003年10月-2004年4月赴美国宾州大学访学，考察美国的司法状况和司法环境 

三、考试科目 
专业科目 

专业 

初试 复试 

法学理论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09 法学理论 

（1）笔试：现代西方法理

学 

（2）综合面试 

法律史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10 法律史 

（1）笔试：西方法律思想

史 

（2）综合面试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11 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 

（1）笔试：行政程序法学 

（2）综合面试 

刑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12 刑法学 

（1）笔试：刑事政策学、

犯罪学 

（2）综合面试 

民商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13 民商法学 

（1）笔试：商法学（商法

总论、公司法、破产法） 

（2）综合面试 

诉讼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14 诉讼法学 

（1）笔试：强制执行法学 

（2）综合面试 



经济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15 经济法学 

（1）笔试：竞争法学 

（2）综合面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16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 

（1）笔试：环境污染防治

法学 

（2）综合面试 

国际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17 国际法学 

（1）笔试：经济法学 

（2）综合面试 

知识产权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55 专业基础课 
（4）881 知识产权法学 

（1）笔试：民法学 

（2）综合面试 

四、初试参考书目 
考科 参考书目与作者 

专业基础课 

《法理学》周永坤著，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第三版。 

《宪法原理》，上官丕亮、陆永胜、朱中一著，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魏

振赢主编：《民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李晓明等著《中国刑法基本原理》和彭文华等著《中国刑法罪刑适用》，法律出

版社 2013 年 8月版。 

法学理论 

《法理学》周永坤著，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第三版。 

《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朱勇主编，法律出版社 出版。 

《中国法律思想史》郭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外国法制史》何勤华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外国宪法》，韩大元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只考英、美、

法、德、日、俄六国的宪法）。 

胡建淼著：《行政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第五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刑法学 

李晓明等著《中国刑法基本原理》和彭文华等著《中国刑法罪刑适用》，法律出

版社 2013 年 8月版。 

《刑事诉讼法》陈光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四版。 

民商法学  

《民法总论》梁慧星著，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 

《物权法》梁慧星、陈华彬著，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 

《侵权责任法》杨震主编，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 

《合同法》崔建远主编，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 

魏振赢主编：《民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版。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王福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王敏远 ：《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经济法学 

沈同仙著：《劳动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王建文、范健：《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赵旭东：《新公司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年版。   

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学 

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2版。 

国际法学 

邵津：《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韩德培：《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 

陈安：《国际经济法新论》，法律出版社。 

知识产权法

学 

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五、复试参考书目 
考科 参考书目与作者 

法学理论 

《法理学》周永坤著，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第三版。 

《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 

法律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徐爱国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刑法学 

何秉松主编《刑事政策学》群众出版社 2002 年版. 

李晓明、李洪欣著《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民商法学  《商法》范健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教出版社，2011 年版。 

诉讼法学 董少谋著《民事强制执行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经济法学 邵建东、方小敏、王炳著：《竞争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

学 

朱谦：《环境法基本原理——以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为中心》，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版。 

国际法学 李昌祺：《经济法学》 

知识产权

法学 

魏振赢主编：《民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六、历年分数线 

 专业 2010 2011 

法学理论 333 334 

法律史 323 334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318 325 

刑法学 353 345 

民商法学 330 339 

诉讼法学 338 339 

经济法学 340 355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314 342 

法学院 

国际法学 338 346 

国家线  苏州大学为非自主划线学校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单科（满分>100） 
2014 年 315 44 66 
2013 年 315 42 63 
2012 年 315 42 63 
七、近年录取人数 
 专业 2013 2011 

  报名

人数 

录取总

人数 

推免

人数 

报名

人数 

录取

总人

数 

推免人

数 

法学理论 45 8 1 33 12 0 

法律史 24 5 0 18 9 0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65 14 1 65 17 2 

刑法学 62 7 1 61 11 1 

民商法学 116 11 2 141 19 2 

诉讼法学 80 9 2 76 14 1 

经济法学 35 6 1 62 11 2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9 3 1 16 4 0 

法学院 

国际法学 26 8 2 40 12 1 

 
八、学费与学制 

1.学术型研究生：8000 元/年，学制三年 

2.专业学位研究生：10000 元/年，法律硕士（法学）学制二年， 

                  法律硕士（非法学）学制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