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 

一、学院介绍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一所著名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法学院是中国

人民大学的主要学院之一。 

在教育部 2004、2009 年两次正式公布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在全国法学学科中均排名第一，并开始跻身于世界一流法学院行列。 

人大法学院各科目的考研难度可分为四个梯次：民商法学是人大法学的王牌专业，

录取分数历年最高，经济法由于近年来在人大法学院堪称就业最好的专业，因此分数可

与民法相媲美；其次是国际法和刑法，人大刑法学科实力强大，但就业面窄，所以只能

屈居第二梯次，人大国际法学科实力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就业比较好，所以也是第二梯

次；往下就是知识产权法和诉讼法了，同属第三梯次；相对录取分数较低一些的是环境

法、法理学和法制史，因为这几门报考的人不是很多，就业相对难些，所以分数要低一

些。 

二、法学名师 

王利明 

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

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

员，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

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荣誉奖励与主要著作： 

王利明教授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 200 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新华文摘》、《人民日报》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20多篇高质量、

有影响的文章。王利明教授先后出版了《民法总则》、《物权法研究》等 20 余部个人

专著，其研究领域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并在这些领域处于领先



地位。 

 

莫于川 

莫于川教授，男，汉族，1956 年 4 月出生于四川重庆。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行政法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社会兼职：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行政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

行政法研究中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培训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军事法研究中心、国

家行政学院、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重庆邮电学院等教学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研

究员，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王作富 

王作富，男，1928 年生，河北唐山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2 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 年经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工作经历： 

1952年2月，因教学工作需要，王作富未及毕业即被提前调入刑法教研室任助教，

在苏联第一位来华的刑法专家贝斯特洛娃的指导下，边学习边工作 ，历任讲师、副教

授、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胡锦光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宪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暨政策法

规司法律咨询顾问、国家统计局法律咨询顾问、井冈山干部学院、郑州大学兼职教授等。 

陈卫东 

陈卫东，男，1960 年 7月生，山东蓬莱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律

师业务研究所所长。1979 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 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诉讼法学研究生，1986 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并

留校任教，之后攻读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助教、讲师 、副教授，1997 年晋升为

教授。2012 年 12 月 4日，陈卫东入选 2012 年度法治人物。    

 

  

三、考试科目 



 
 
四、参考书目 
 
 

 
 
 
 
 
五、历年分数线 
 

专业科目 

初试（专业科目） 专业 

理论法学 应用法学 

复试 

（专业科目） 

法学理论 法学理论 

法律史 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国际法学 国际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理学 

中国法制史 

宪法学 

刑法、民法、诉讼法、

经济法、环境资源法、

国际法（含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

法）、知识产权法。七

门任选五门 

知识产权法 

考科 参考书目与作者 

法理 《法理学》第二版 朱景文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宪法 

《宪法》第五版 许崇德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为主） 

《中国宪法(第 2版)》胡锦光、韩大元主编（为辅） 

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第四版曾先义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民法 《民法》第五版 王利明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刑法 《刑法》第五版 王作富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第六版 江伟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2013 年版 

《刑事诉讼法》第三版 陈卫东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经济法 《经济法》 第四版 潘静成、 刘文华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2012 年 

知产 《知识产权法》第五版 刘春田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国际法 

《国际经济法》第四版 郭寿康、赵秀文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2012

年版 

《国际私法》第四版 章尚锦、徐青森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2011 年

版 

《国际法》第四版 程晓霞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环保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第二版  周珂主编 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初试、复试分数线——政治、英语、专业课 

 

专业 科目 2014 2013 2012 2011 
外语 50 55 60 60 
政治 50 55 60 60 
专一 90 90 90 90 
专二 90 90 90 90 

法学硕士 

总分 350 350 350 350 

 

六、招生人数 

近三年招生规模，报考人数 
 

专业 项目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保研  51 86 79 73 

法学硕士 

直考  114 95 88 100 

 

七、复试详情 

 2014 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法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办法     

 复试基本内容和形式 

(1)外语和专业课笔试。重点考察考生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检测学生是否

具备继续学习深造的学科基础。采取闭卷考试形式。考试时间为 3.5 小时，其中专业课

笔试时间为 2.5 小时，满分为 100 分；外语笔试时间为 1 小时，满分为 50 分。 

(2)外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测试。满分为 50 分。考生以抽签方式确定口试题目，平均

每名考生口试时间为 10分钟左右。 

(3)专业课与综合素质面试。由专业课与综合素质面试两部分组成，采用考生当场抽

签、当场回答题签所列问题和复试小组教师现场提问、考生当场答问的形式。每名考生

面试时间为 30分钟左右。满分为 150 分。 

(4)综合素质面试主要考察考生分析解决问题和口头表达的能力，了解其对专业课

以外的其他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以及科研能力与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如已公开发表的

论文等）；同时，还要考察考生政治思想、道德修养、兴趣爱好、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

况。 



 复试时间与流程 

复试成绩的评定 

    1、专业课笔试结束后，由院复试领导小组组织阅卷评定成绩。 

    2、英语听力和口语测试、专业课和综合素质面试的成绩，在考生回答完问题后，

由复试小组的每一位教师当场分别独立评定。 

复试合格标准及成绩计算 

1．外语笔试 30分以上，专业课笔试 60分以上，外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测试 30分以

上，专业课与综合素质面试 90分以上，即为复试及格。 

2．经院复试领导小组及其工作人员对面试成绩进行复审确认复试合格后，将考生

专业课复试笔试成绩、专业课与综合素质面试成绩、外语听力和口语成绩相加，得出复

试成绩。 

3．各项复试成绩均合格的，将各项成绩与初试成绩加权求和后形成入学考试总成

绩。其中，初试成绩占 60%，复试成绩占 40％。 

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录取 

  1、严格按各专业考生入学考试总成绩的排名顺序录取法学硕士研究生。 

2、复试期间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存在替考、舞弊等不符合录取要求问题

的，不予录取。 

项 目 时 间 地 点 备  注 

报到 3 月 21 日上午 

8：30--16：30 

明德法学楼

二层大厅 

1. 所有考生报到时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复印件、复试通知书。往届生须带学历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应届生须带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本科成绩

单原件及复印件。 

2. 领取并认真阅读考场规则，签署承诺书。 

3. 查看笔试考场座次表。 

专业课笔试 3 月 22 日上午

08：00-10：30 

外语笔试 

（不含听力） 

3 月 22 日上午

10:35－11:35 

公共教学一

楼 1504 、

1505、1506 

考生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复试通知进入考

场。考试期间，考生不得离开考场。 

专 业 及 综 合 素

质、外语面试 

3 月 23 日 8:30

开始 

在明德法学

楼 401、402

备考室查看 

候考期间，考生必须在备考室听从服务人员的

安排。面试必须按照名单顺序进行，如因擅自

离开而延误面试，不予安排补考。 

体检 3 月 24 日 8:00 人大校医院 考生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复试通知。 



其他事项 

    1、对未予录取的考生，我院将在复试工作结束后 15日内向考生本人发出未录取通

知。    

    2、考生可于规定时间内在研究生院网和法学院网站上查询复试总成绩。 

3、复试期间的食宿费、往返路费由考生承担。 

4、报到时另行通知体检具体安排。 

 

八、学制与学费 

 

法学硕士 基本学制为 2 年 

法律硕士（法学） 基本学制为 2 年 

法律硕士（非法学）基本学制为 3 年 

 

法学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8000元/生·学年 

法律硕士学费标准为 20000 元/学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