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法学硕士 

一、法学院简介 

中山大学法学院肇始于1924年孙中山先生手创的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学院。其历史还

可追溯至晚清的广东课吏馆，1905年广东课吏馆更名为广东法政学堂，后又更名为广东

公立法科大学。1926年8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原国立广东大学法科学院亦改称国立中山大学法科学院。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

整时，中山大学法学院被撤销。1979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复办法律学系。

1993年7月，法律学系与政治学系、社会学系以及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一起组建成立中

山大学法政学院。2001年9月，中山大学撤销法政学院，并在原法律学系的基础上复建

中山大学法学院。 

我院现有教职员工78人，其中教师54人（教授21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1人，副教授

23人，讲师（含专任教员）10人），教辅及党政管理人员24人。学院培养层次涵盖本科、

硕士及博士，现有本科生900多人，研究生800多人。不少教师在国家级和省级主要法学

学术团体兼任重要职务，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同时许多教师还承担了与有关部门协作

的教学、科研、法律实务以及地方立法起草等任务，成绩显著。 

学院辖设法学理论研究所、法律史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刑法研究所、民

商法研究所、诉讼法研究所、经济法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等8个研究所，1个教育部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山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中心，1个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广东省地方立

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其他校级或院级的研究机构还有中山大学地方立法研究中

心、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公法研究所、中山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

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院 WTO 与 CEPA

法律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院公共政策

与法律制度设计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院人权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律风险

管理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院“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院

知识产权司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法学院环

境、健康和安全法律研究中心。 

 

 

 

 

 



二、法学院名师 

杨鸿 

基本情况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学士（ 西南政法学院） 

法学硕士（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博士（ 武汉大学）  

主要研究领域 

比较刑法学、刑事证据。 

从事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教学科研工作，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学方面有着持久而深入的研

究，曾出版《刑事诉讼法通论》、《刑事诉讼法疑难案例评析》、《中外刑法比较研究》、《毒

品犯罪研究》等著作，发表《论业务侵占罪》、《论挪用公款罪》等数十篇学术论文。 

周林彬 

基本情况 

周林彬，男，48岁，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山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山

大学学术委员，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研究所所长。 

学历： 

1979－1983年 法学学士（西北师范大学） 

1983－1986年 法学硕士（吉林大学） 

1989－2002年 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蔡彦敏 

职称 

中山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学历 

1979－1983年 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 

1983－1986年 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 

1997－2000年 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 

2001- 2003年  博士后 （中国人民大学） 

  

主要研究领域 



1．民事诉讼法学 

2．比较民事诉讼法学  

3．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 

4．诊所法律教育 

5. 法律谈判 

谢石松 

基本情况 

谢石松，男，汉族，中共党员， 1963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 

学术经历 

1981-199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师承于韩德培教授门下，获得国际

法学专业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91年到中山大学法学院任讲师，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 

惠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1999） 

 

 

 

 

 

 

 

 

 

 

 

 

 

三、考试科目 



专业科目 

专业 

初试（专业科目） 复试 

法学理论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44 法语或 245 

德语 

（3）626 法学理论 A卷 

（4）819 法学理论 B卷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法律史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3）627 法律史 A卷 

（4）820 法律史 B卷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或 245 

德语 

（3）628 宪法与行政法学 A卷 

（4）821 宪法与行政法学 B卷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刑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5 德语 

（3）629 刑法学 A卷 

（4）822 刑法学 B卷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民商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或 244 法语或 245 德语 

（3）630 民商法学 A卷 

（4）823 民商法学 B卷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诉讼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或 244 

法语或 245 德语 

（3）631 诉讼法学 A卷 

（4）824 诉讼法学 B卷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经济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或 244 

法语或 245 德语 

（3）632 经济法学 A卷 

（4）825 经济法学 B卷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或 244 

法语或 245 德语 

（3）632 经济法学 A卷 

（4）825 经济法学 B卷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国际法学 

（1）101 思想政治理论 

（2）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或 244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法语 

（3）634 国际法学 A卷 

（4）827 国际法学 B卷 

法学理论 

（单考） 

（1）111 单独考试思想政治理论 

（2）240 英语（单考） 

（3）684 法学理论 A卷（单考） 

（4）920 法学理论 B卷（单考） 

S1205001 复试专业课 

 
四、近三年分数线 
中上大学为自主划线学校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单科（满分>100） 

2012 年 320 50 90 

2013 年 330 60 90 

2014 年 330 60 90 

 
五、近三年录取人数 
 专业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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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9 0 44 9 3 

法律史 24 4 2 13 5 0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29 6 3 24 6 1 

刑法学 67 7 3 59 7 2 

民商法学 151 12 7 111 13 4 

诉讼法学 45 7 3 37 7 3 

经济法学 50 5 3 31 5 3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1 4 1 23 4 1 

法学院 

国际法学 68 16 4 83 16 7 

 
 
 
六、复试详情 

复试小组成员不少于 5 人，其中研究生导师不少于 3 人，并设组长 1 名。复试方式

包括笔试和面试，复试内容以考察考生的专业素质及能力、综合素质及能力为主，复试

成绩满分为 500 分。 

1. 专业课笔试 

法学硕士各专业的笔试科目为考生所报考的专业课。 

   笔试满分为 100 分，采取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2 小时。专业课笔试应重点考查考

生对专业理论及相关知识的掌握是否扎实、深厚和宽广，是否具备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入

学的基本要求。 



2. 面试 

（1）面试内容 

面试满分为 400 分。其中外语 100 分，综合素质考核 300 分。重点考查考生的知识

结构、实践（实验）能力、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外语应用能力

等，以及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 

（2）面试时间 

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不少于十分钟。 

（3）面试办法 

 a 复试小组对参加复试的考生逐个进行面试。因考生人数较多，面试分组进行。各

小组的评分标准保持一致，分组名单及面试导师名单不提前公布（复试当天公布）。 

b 面试一般采取由考生从试题中随机抽取题目，由面试教师提问，考生当场回答的

方式进行。必要时，面试老师可以就相关问题进一步提问。面试情况将作详细记录。 

c 面试评分。每位考生面试结束后，由面试教师现场独立为考生评分。在评分前可

以召开复试小组会议，研究对考生的考核评价意见。面试教师各自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为

该考生的最终面试分数。 

   3、复试成绩的使用 

1.复试成绩为复试各方式考核成绩之和。复试成绩和初试成绩相加，得出入学考试

总成绩。各专业原则上按照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拟录取名单。 

2.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录取： 

1）未按规定参加复试者。 

2）复试成绩低于 300 分者。 

3）体检不合格者。 

4）政审不合格者。 

 
七、学费与学制 

1.学术型研究生：全日制（不含委托培养）、国家专项计划研究生 8000 元/年，委

托培养研究生 25000 元/年。全日制 2年，非全日制 3年 

2.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日制 20000 元/年，非全日制 25000 元/年，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均为 3 年（非法学）；全日制 2年，非全日制 3 年（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