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 

一、法学院简介 

二十世纪初年，伴随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兴起，彩云之南的云岭大地诞生了东陆大

学（后更名云南大学），法科教育也于 1931 年在东陆园创办。1933年成立法律系，是西南

地区建立最早的法科之一。王伯琦、周新民、杨鸿烈、瞿同祖、费孝通、张耀曾、陈盛清、

陈绍源等大师执掌教鞭、造就专才。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云大法律系整体搬迁至重庆，

与其他高校法律系共同组建西南政法学院。1980年，云南大学法律系重建并于次年开始招

生。1999 年，原云南政法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经济法系并入，建立了全新的云南大学法

学院，成为云南省最主要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地。 

法学院现设有理论法学与民族法学系、刑事法律与禁毒法学系、民商经济法与知识产权

法学系、国际法与东南亚南亚法学系 4个系，10个教研室， 10 个研究中心以及《云南大学

学报（法学版）》编辑部。设有法学和禁毒学两个本科专业，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10

个专业方向，还有法学、非法学法律硕士教育，承担云南大学民族法学、国际法学博士研究

生的培养。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900 余人、研究生近 700人，还有在职法律硕士学生 500多人。 

法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95 人，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35 人，讲师 26人；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占 80%；先后到美国、英国、德国、挪威、越南及台湾、香港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学进修或进行学术交流访问的教师占 90%以上。一些中青年教师进入了

云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和云南大学百名骨干教师行列。 

法学院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独具特色。结合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和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

的区位优势，本着“立足边疆、服务云南、提升水平、面向东南亚”的办学宗旨，法学院设

立了民族法学学科和民族法学研究所。近年来，重点开展“民族法学”和“东南亚国家法律”

研究，造就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民族法学”已发展成为

省级重点学科；在禁毒法、国际经济法及知识产权研究等领域形成新的特色和优势。 

1980 年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学院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法律专门人

才，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2000 余人，本专科生 10000 多人。毕业生中涌现出五个 100 杰出校

友。 

在注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法学院积极开展科研工作，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已出

版著作 2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2000 余篇，完成国家级课题近 30个，省级课题百余个，获

各种层次的教学、科研奖百余项。多位教师获得省社科专家称号和奖项。 

学院还积极开展国内外校际交流合作，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

汉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保持交流关系，与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挪威奥斯

陆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泰国如诺大学等知名大

学展了持续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并与德国萨尔大学开展了研究生交流培养项目。 

为鼓励学生争创佳绩，帮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除了云南大学的多项奖学金外，法

学院还设有荣鼎教育基金、潘陈奖学金、八谦律师奖学金、国信公证助学金等奖助学金项目，

每年有上百名学生可获得奖励和资助。 

2012 年 7 月，国家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将云南大学法学院遴选为国家应用型、复合型卓

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同年底，云大法学院进入中央支撑地方重点高校提升综合实力水

平建设行列。云南大学法学院赢得了跨越发展、超常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云南大学法学院历史悠久、基础厚实、学风严谨、师资雄厚。今天，站在二十一世纪新

的起点，云南大学法学院也必将在人才培养质量、学科专业建设、科学研究及服务社会诸方

面再上台阶，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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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慧                               女   教授 博导 民族法  

张晓辉                               男 教授 博导 民族法  

吴大华                               男 教授 博导 民族法  

陈云东                              男 教授 博导 国际法、经济法、民商法 院长 

牟军                                 男 教授 博导 民族法  

王启梁                              男 教授 博导 法理学、民族法  

陈铁水                  男   教授 硕导 民商法、经济法  

高 巍                     男 教授 硕导 刑法 副院长 

黄积虹                       女 教授 硕导 民商法、经济法  

刘艺乒                    男    教授 硕导 刑法  

罗 刚                    男   教授   硕导 国际法、经济法  

牟  军                  男 教授 硕导 刑法、刑事诉讼法  

邵卫锋                     男 教授 硕导 刑事诉讼法  

杨晋玲                   女   教授 硕导 民商法学  

张锡盛                    男 教授 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国际人权法  

沈寿文                   男 教授 硕导 

宪法与行政法、法制史、民族

法学 

 

杨云鹏                  男 教授 硕导 国际法、民族法学 院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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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法学院      

      

030101 法学理

论 

 4（推免 2）     

01 法治理论学 

02 法律社会学 

03 立法理论与

实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04 农村法制建

设的理论与实践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102 法律史  2（推免 1）     

01 外国法制史 

02 中国法制史 

03 中国法律思

想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103 宪法学

与行政法学 

 8（推免 4）   

01 宪法学 

02 行政法学 

03 行政诉讼法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104 刑法学  10（推免 5）   

01 中国刑法学 

02 毒品犯罪研

究 

03 比较刑法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105 民商法

学 

 15（推免 8）   

01 民法学 

02 商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106 诉讼法

学 

  5（推免 3）   

01 刑事诉讼学 

02 民事诉讼法

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03 行政诉讼法

学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107 经济法

学 

  10（推免 5）   

01 公司与企业

法 

02 经济法学基

础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108 环境与

资源保护法学 

  5（推免 3）   

01 环境资源法 

02 环境资源政

策和法律 

03 环境资源管

理和法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109 国际法

学 

 6（推免 3）   

01 国际公法 

02 国际私法 

03 国际经济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1Z1 知识产

权法学 

 4（推免 2）   

01 版权费 

02 工业产权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04Z2★☆民族

法学 

3   

01 民族区域自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治法 

02 民族法律文

化法 

03 法律在民族

地区的实施 

04 少数人权利

保护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635 业务课一（法理学，宪法学） 

④809（民法，经济法，刑法 

035102 法律硕

士（法学） 

4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035101 法律硕

士（非法学） 

50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0法语或 241 德语 

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

学） 

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四、参考书目 

635 法理学、宪法学 

1.张千帆主编《宪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张千帆主编，肖泽晟副主编《宪法学》

（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3.周叶中主编《宪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4.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809 民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 

1.王利明主编：《民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2.江平主编：《民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3.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4.黄明儒主编：《刑法总论》、《刑法分论》，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5.刘艺乒：《刑法学》，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08 年 

7.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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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315 42 42 63 63 

2013 305 39 39 59 59 

2014 305 41 41 62 62 

六、近三年录取人数 

武汉大学硕士报考录取统计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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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5 

30102 法律史  2  2  2 

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3  12  11 

30104 刑法学  12  11  10 

30105 民商法学  14  13  15 

30106 诉讼法学  6  6  5 

30107 经济法学  20  18  13 

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5  5  5 

30109 国际法学  6  6  6 

0301Z1 知识产权法学      4 

0304Z2 ★☆民族法学  3  3  3 

035102 法律硕士（法学）  55  55  55 

035101  法律硕士（非法学）  65  65  65 

七、复试详情 

复试相关事项 

1、复试原则：复试采取差额复试。复试人数法学类各专业按照 1：1.5 确定，法律硕士

（包括法硕（法学）和法硕（非法学））按照 1：1.5 确定。复试前由法学院对考生资格进

行审查，审查合格后方能参加复试。 

2、复试形式及内容：复试形式为面试，内容包括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素质、考生综合应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外语水平和能力，每生不少于 20 分钟时间，具体要求

如下：①专业综合知识范围为《宪法学》、《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经济

法学》五门本科基础课程，不指定教材，采用面试的方式。由面试小组事先准备好面试题目

组成题库，试题数量为参加面试学生人数的 3 倍，由面试考生当场随机抽题回答；同时，专

家组当场提问其它一些问题；以上专业综合知识面试满分为 100分。②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为考察学生的外语听说能力，由专家组对考生进行外语口语和听力测试，满分为 100 分。专

家组每位专家根据以上两部分内容分别按百分制打分，然后按照专业综合知识占 80%，外语

听说能力占 20%的比例折算出考生的复试面试总评成绩，复试面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录取成绩的计算：录取成绩为初试笔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折算之和，复试成绩的权重为

50%。复试成绩和初试笔试成绩按权重相加后方为录取成绩（初试笔试成绩换算成百分制后

占总成绩的 50%，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50%）。 

 

八、学费、学制及奖助学金 

（一）学费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

〔2013〕19号）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

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 号）规定，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高等学校向

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 

我校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 

学术型专业：8000 元/年，学制 3 年，总计 24000 元。 



法律硕士（法学与非法学）12000 元/年，学制 3年，总计 24000 元。 

（二）奖助学金 

1、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对象为云南大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入国家研究生

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6000 元。 

2、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选范围包括云南大学基本修业年限内在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的全日制（全脱产学习）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奖励金额为每生每年 20000 元。 

3、研究生省政府奖学金 

云南大学全日制硕士生均可申报该奖学金。硕士研究生奖励金额为每生每年 10000 元。 

4、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学习、科研、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优异，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优秀研究生。评选范围包括云南大学基本修业年限内在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的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励金额为一等奖每生每年 8000 元，二等

奖每生每年 5000 元，三等奖每生每年 3000 元，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每生每年 2000 元。 

5、研究生东陆英才奖学金 

研究生东陆英才奖学金主要用于奖励研究生在科研创新、社会实践、公益服务、自强自

立及文艺体育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团队和个人。杰出奖每年不超过

10 个名额，团队奖金 15000 元/个，个人奖金额 10000 元/人；科研学术奖每年 100个名额，

团队奖金 5000 元/个，个人奖金 2000 元/个；社会实践奖每年 10个名额，团队奖金 5000

元/个，个人奖金 2000元/个；自强自立奖每年 10个名额，团队奖金 5000元/个，个人奖金

2000 元/个；公益志愿奖每年 10 个名额，团队奖金 5000 元/个，个人奖金 2000 元/个；文

艺体育奖每年 10 个名额，团队奖金 5000 元/个，个人奖金 2000元/个。 

6、张文勋奖学金 

张文勋奖学金申报对象包括云南大学在读文科及相关专业全日制硕士。一等奖 2 名，奖

金 10000 元/人，二等奖 4 名，奖金 5000 元/人。 

7、岳虹研究生奖学金 

岳虹研究生奖学金申报范围涉及云南大学物理科学技术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生命科

学学院、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学院、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软件学院、工程技术

研究院、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网络与信息中心、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生态学与环

境学院的全日制研究生。一等奖 10 名，奖金 5000 元/人；二等奖 20 名，奖金 3000元/人；

三等奖 20 名，奖金 2000 元/人。 

8、其他奖学金研究生的奖学金还包括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伍达观奖学金、华藏

奖学金、方国瑜奖学金、稻盛京瓷西部开发奖学金、熊庆来奖学金等十余项各级各类奖学金。 

以上各类奖学金的具体实施及评定办法请登录云南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网站进行查

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