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科技大学 

一、法学院简介 

华中科技大学是列入国家 985工程和 211 工程建设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享誉

海内外的著名学府。以六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教育成就和令人瞩目的进展被誉为“新中国高等

教育的缩影”。在华中科技大学由十二个门类构成的学科体系之中，法学学科如朝阳出世，

新锐勃发，伴随着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显著提升和快速发展。 

 法学院现有 50 余位专任教师。其中，教授 17 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副教授 20人，

博士学位获得者和博士学位攻读者占教师总数 90％以上。在教师队伍中，曾任教育部高等

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职务者 2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者 2

人，荣膺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者 1 人，湖北省历届“十大优秀中青年

法学家”荣誉称号者 5 人，入选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学者”岗位者 2 人，二级教授 4 人。法

学院大力提高专任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一大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在科研、教学第一线的实践

锻炼中得到学术成长，基本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师资体系。30 余名海内外著名法学家受聘为

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 

法学院以“法治为魂，天下为任，职业为本，素质立身”为自身教育理念，构筑起较为

完备的人才培育体系。法学院现拥有法律社会学专业二级学科博士点；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设置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经

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等 8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同时拥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

授权点，分设法律实务班、知识产权班、财税金融法班和法律硕士（法学）班等；本科层面

设置法学专业，历届法学专业班级连续多年被评为“全校优良学风班”；在不断加强以英语

作为第一外国语的法学本科教育的同时，2003 年起在全国法学教育界率先探索建立以德语

作为第一外国语的法学专业本科班，实施“小班教学制”，延续至今，影响深远；同时面向

武汉地区重点高校招收法学专业（知识产权方向）双学士学位班和第二专业辅修班。此外，

法学院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全国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开展知识产权

方向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五家试点单位之一。 

 法学院高度重视对外交流，现已形成国际化学术合作网络。法学院先后派出 20 名教师

赴德、法、英、美、日、澳等国著名学府研修，国际学术交流取得实质性进展。100 余名毕

业生在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国际著名学

府深造，攻读高级学位。法学院与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国际水伙伴组织（GWP）、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诸多国际组织与学术

机构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并正在积极探索与海外联合办学的教育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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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贵连  男 教授 博（硕）导 中国法制史  

俞 江 男 教授 博（硕）导 法学理论（法律史）  

曹海晶 女 教授 博（硕）导 行政法学 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郑友德 男 教授 博（硕）导 知识产权法  

裴丽萍 女 教授 博（硕）导 民法  

何士青 女 教授 博（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  



贾济东 男 教授 博（硕）导 刑法学  

姜战军 男 教授 博（硕）导 民法学（侵权法）  

王干 男 教授 博（硕）导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三、考试科目 

具体专业的代码如下： 

学科专业名称及代

码、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403 法学院   复试参考书目 

030101 法学理论   

01 中国法理学 2238 何士青  

 1900 贺雪峰  

 1463 曹茂君  

02 西方法理学 1159 梁木生  

 2809 成  凡  

 2967 李  蕾  

03 中国法律史 1140 俞  江  

 2669 李贵连        

（兼） 

 

 2052 杨  昂  

 3215 饶传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 

  243 德语  

③611 公法  

④856 私法  

( 201、202、203、243 选

一) 

 

04 外国法律史 2329 李红海   

 1169 郭义贵   

05 宪法学与立法

学 

2394 陈绪刚   

 2969 赵颖坤   

06 行政法学与行

政诉讼法学 

2237 曹海晶   

 1165 张晓玲   

 2968 尹建国        

（兼）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学 2446 姜战军  

 1462 裴丽萍  

 2467 冉克平  

 2922 张定军  

02 商法学 1698 王天习  

 1917 高  华  

 1828 吕晓莉  

 2407 蒲  莉  

03 知识产权与科

技法 

1018 郑友德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 

  243 德语  

③611 公法  

④856 私法  

( 201、202、203、243 选

一) 

 

 1163 罗玉中   

 2395 范建得          



学科专业名称及代

码、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备注 

（兼） 

 2328 李  扬   

 2672 杜  颖   

 1916 唐永忠   

 2239 焦洪涛   

030107 经济法学   

01 经济法基础理

论 

1829 管  斌  

 1170 彭礼堂  

 2535 汪  敏  

02 财税与金融法

学 

1829 管  斌  

 1170 彭礼堂  

03 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学 

1829 管  斌  

 2535 汪  敏  

04 房地产法学 1166 王鉴非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 

  243 德语  

③611 公法  

④856 私法  

( 201、202、203、243 选

一) 

 

05 刑事法学 2671 贾济东   

 1918 王桂芳   

 2240 郑平安   

    

030108 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学 

  

01 中国环境法学 0639 王  干  

 2668 鄢  斌  

02 自然资源法学 1462 裴丽萍  

 2668 鄢  斌  

03 环境污染防治

法 

0639 王  干  

04 国际环境法 2241 徐军华  

★0301Z1 科技法与

知识产权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202 俄语 

  203 日语 

  243 德语  

③611 公法  

④856 私法  

( 201、202、203、243 选

一) 

 

四、参考书目 

科目 参考书名 作者（主编） 出版社 

《宪法学》 张千帆 法律出版社 2004 年 9月第 1 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 

姜明安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8 月；（第五版） 

611 公法 

《刑法学》（第五版） 高铭暄、马克昌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1.法学权威期刊或者核心期刊近五年来刊发的公法一般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刑

法方面的学术论文；  

2.公法专业领域内近两、三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及其立法动态资料。 

《民法》（第三版） 魏振瀛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第 3 版； 

《商法》（第三版） 范健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第 3 版； 

856 私法 

  

  

  
1.法学权威期刊或者核心期刊近五年来刊发的民法学、民商法方面的学术论文； 

2.私法专业领域内近两、三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及其立法动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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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年法学硕士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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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330 50 50 90 90 

2013 340 50 50 90 90 

2014 325 42 50 90 90 

近三年法律硕士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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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300 47 47 80 80 

2013 300 45 45 80 80 

2014 315 42 50 70 70 

六、近三年录取人数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报考录取统计

表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报考 录取 报考 录取 报考 录取 

030101 法学理论   6  6（2） 

030102 法律史   5  5（1）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5（3） 

 5  4 

030104 刑法学   3  5 

030107 经济法学  

6（2） 

 5  5（1）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3  5  3 

030105 民商法学   7  6（1） 

★0301Z1 

科技法与知识产权

法 

 

14（2） 

 3  5（1）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学）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14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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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复试详情 

复试方式及内容 

(一) 专业笔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40%） 

1、考核要点：专业笔试即书写复试报告（见本细则附件三）； 

2、报到时将研究生复试报告（要求亲笔手写）上交原件 1 份，复印 6 份。 

(二) 外语听说测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20%） 

外语听说测试，由学院按照语种组织安排。测试分三部分： 

1、主考教师就考生背景提问，考生作简要回答（约 1 分钟）； 

2、考生听一段约 2～3 分钟的录音后，就相关内容陈述个人观点（约 2 分钟）； 

3、考生现场抽卷并阅读专业文献后，应根据主考教师要求复述相关内容并回答问题，双方

进行交谈（约 5 分钟）。 

(三) 专业面试、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综合测试（占复试总成绩的 40%） 

考核要点：教育背景（本科就学情况）、毕业论文（应届生）、研究或业务工作情况（非应

届）、思维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语言（口头、书面）及综合归纳能力、基础知识及专业

知识的掌握情况、相关技能及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综合印象及相关业绩、基本政治态度及

道德品质。每人大约 25 分钟。 

(四) 成绩算法 

复试总成绩（100%）=专业笔试(40%) + 面试(40%) +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20%) 

入学总成绩（100%）=初试总成绩/5 * 60%  + 复试总成绩 * 40% 

八、学费与学制 

1.学制：学硕 3 年，法硕 3 年。 

2.学费：学硕元 8000元/人*年，法硕元 1.5 万元/人*年。 

3.奖助学金：硕士生学业助学金全岗每月 500 元，每学年按 10 个月发放，全校硕士生学业

助学金全岗加半岗资助比例为 90％。国家助学贷款按全日制普通研究生在校生总数 20%的比

例、每人每年 6000 元的标准计算确定。 

法学硕士的学业奖学金分为全奖和半奖，用于资助研究生学费，覆盖率 100%。助学金为每

人每年 6000元，并设置研究生教学助理、科研助理和管理助理，岗位助学金用于资助研究

生生活费。奖助金资助不含委培生、定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