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一、法学院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地处燕京八大景之一——“蓟门烟树”西南侧，东临元大都

土城公园小月河，是一所以法学教育为特色的我国著名的研究生院。她以其幽静朴实的

外表，理性深邃的内涵吸引着国内外的众多学子。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成立于 1983 年 5 月 5 日，在当时开新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

之先河，是中国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重要基地。建院 25 年来，已培养各类研究生近

万名，新中国第一批法学硕士、第一批法学博士皆首出该院，1987 年，新中国第一届法

学博士研究生（3人）在该院毕业。目前在校研究生总数为 5600 余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为 800 余人。其法学研究生教育规模居全国第一，在校法学研究生总数为 4800 余人。 

经过多年的改革、建设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正逐步成为拥有法学、管理

学、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医学等多学科的、开放型的研究生教育基

地。目前，研究生院拥有 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9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4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博士后流动站。法学学科整体优势突出，拥有法学

一级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15个法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覆盖的专业有法理学、

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学、军事法学、法律经济学、人权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环境与资源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国际法学、比较法学

等。 

研究生院师资力量雄厚，名师辈出。已故名家有钱端升、王铁崖、费青、严景耀、

龚祥瑞、楼邦彦、汪暄、王名扬等；现仍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的名师有江平、陈光中、

张晋藩、李德顺、应松年、潘汉典等。现全校有博士生导师 140 名，硕士生导师 458 名，

开设课程 300 多门。除指导研究生外，研究生院的导师还积极参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和

立法活动，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生院还广泛开展法学教育和科研的国际交流，经常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院

任教或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也先后派出数千人次到国外进修、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会

议。每年派出到美、英、德、法、意、荷、俄、日等国外名校攻读博士学位与联合培养

的博士生达数十名。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未来的目标是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全面推进学科建设，不

断更新教育观念，形成集体指导与师徒制培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基地实践相结合、专

业训练与职业能力相结合、本土化教育与国际化战略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对课程体系、

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综合的改革研究与实践，努力使研究生院在办学规模、教育

水平和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把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建设成为多

科型、研究型、开放型、以法学教育为特色的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研究生院。  

 

 
 
二、法学院名师 
马怀德  
    1965 年 10 月生于青海西宁，198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同年考入中国政法大



学，1991 年获得行政法硕士学位，1993 年获得博士学位，系我国首位行政诉讼法学博

士。1993 年留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95 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8 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1995 年、1996 年，先后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1997

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作访问学者，2001 年赴耶鲁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

2000 年获得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1998 年获霍英东基金会优秀青年教师奖，1997

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昌大学兼职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

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重点研究基地法治政府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民政部、国家人口与计

划生育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山东省、福建省、青岛市人民政府顾问或者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北京市公安局、工商局专家咨询委员。 

 

曲新久 

     曲新久，1964 年 11 月生，男，汉族，中共党员，籍贯山东省莱州市。现任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1997 年 9 月至今在职博士。 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

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2013 年 5月 9日起，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 

 

王卫国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中

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上海大学法学院

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和企业重组研究中心执行

理事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破产法》起草工作

小组成员、信息产业部《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破产法学会创始会员、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中心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

问等。 

主要研究领域： 

    王卫国教授学术兴趣广泛，尤其热心民法、商法、经济法、法理学和法社会学的研

究。在民法领域，侧重民法总则、侵权法、财产法理论、债法理论和土地权利研究。商

法、经济法方面，主要致力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如国有企业改革、企业破

产和重组、银行和资本市场法、土地制度改革、市场规制法基本理论、消费者法等等。 

 

刘玫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北京市颐

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名师，来胜刑事诉讼法主讲教师。 

    1983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院，1987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自

1983 年留校任教至今，高校教龄达 20年。2002 年考取在职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法学

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 
三、考试科目 

专业科目 

初试（专业科目） 专业 

专一 专二 

复试 

（专业科目） 

法理学 法理学 

法律史 

法综一： 

法理学
宪法国

法综二： 

民法学
刑法学诉

法律史（含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中

国法律思想史）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行政法学 

法律与经济 法律经济学理论 

军事法学 军事法学 

人权法专业 国际人权法 

国际法学 按所选研究方向复试国公、国私或国经 

民商法学 民法与商法 

诉讼法学 

按所选研究方向复试刑事诉讼法、刑事侦

查学、司法鉴定学、证据法学 

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 

环境与资源法 

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法 

刑法学 刑法学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证据法学 

际法学，各

占 40分，

行政法，占

30分 

讼法学（包

括民事诉讼

法和刑事诉

讼法）各占

50分 

物证技术学 

 
四、参考书目 

考科 参考书目与作者 

法理 

舒国滢主编： 《法理学导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月版。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8月。 

宪法 焦洪昌主编：《宪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9月版。 

国际法 

周忠海主编：《国际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2013 年 7

月版。 

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第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2014 年 6月。 

莫世健主编 ：《国际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9月版。 

行政法 

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月版。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8月版。 

民法 王卫国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3月版。  

刑法 曲新久主编：《刑法学》（第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7月版。 

民诉 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版。 

刑诉 

刘玫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第一版。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6月版。  

五、近三年分数线 
2014 年考研复试分数线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法学理论 50 50 90 90 340 

法律史 44 44 66 66 315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军事法学 

50 50 90 90     315 

★法律与经济 44 44 66 66 315 

法学院 

★人权法学 50 50 90 90 340 

 民商法学 50 50 90 90 350 



诉讼法学 345 

经济法学 35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340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法学 340 

刑法学 340 

诉讼法学 

50 50 90 90 

350 刑事司法学院 

★证据法学 50 50 90 90 340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50 50 90 90 340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比较法学 

中欧法学院 

法律硕士（非法学） 

50 50 90 90 340 

法律硕士（非法学） 50 50 90 90 340 

法律硕士（非法学）

证据科学研究院 

50 50 90 90 340 法律硕士学院 

法律硕士（法学） 50 50 90 90 340 

 

2013 年考研复试分数线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法学理论 

法律史 

345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355 

法学院 

军事法学 

50 

 

50 90 90 

345 

民商法学 345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60 60 90 

35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50 50  345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法学 60 60  

90 

355 

刑法学 

诉讼法学 刑事司法学院 

★证据法学 

55 55 90 90 345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50 50 90 90 355 

比较法学研究院 ★比较法学 50 50 90 90 345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比较法学 

345 

中欧法学院 

法律硕士（非法学） 

50 50 90 90 

340 

法律硕士学院 法律硕士（非法学） 50 50 90 90 330 



法律硕士（法学） 50 50 90 90 340 

人权研究院 ★人权法学 50 50 90 90 345 

★证据法学 50 50 90 90 345 

证据科学研究院 

法律硕士（非法学） 50 50 90 90 330 

法律经济学研究

中心 

★法与经济学 50 50 90 90 345 

2012 年考研复试分数线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法学理论 

法律史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军事法学 

340 

★法律与经济 355 

法学院 

★人权法学 

60 60 90 90 

340 

民商法学 360 

诉讼法学 

100 100 

350 

经济法学 34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340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法学 

60 60 

90 90 

345 

刑法学 

诉讼法学 刑事司法学院 

★证据法学 

60 60 100 100 345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60 60 100 100 345 

比较法学研究院 ★比较法学 60 60 90 90 340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比较法学 

中欧法学院 

法律硕士（非法学） 

60 60 90 90 340 

法律硕士（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

法庭科学方向 

50 50 90 90 330 

法律硕士学院 

法律硕士（法学） 50 50 90 90 330 

 
五、近三年录取人数 

2013 2014 2015 

 专业 
录取人数 

录取人

数 

录取人

数 

推免人

数 

 

法理学 19 19 9 6 

法律史 8 8 5 4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50 50 31 21 

法律与经济   7 4 

法学院 

军事法学 4 4 2 2 



人权法专业 4 6 4 2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66 66 40 26 

民商法学 81 81 42 31 

诉讼法学 31 31 19 12 

经济法学 50 50 29 2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 14 14 9 6 

民商经济法学

院 

知识产权法学 22 22 15 10 

刑法学 65 65 39 26 

诉讼法学 48 48   刑事司法学院 

证据法学 5 4   

比较法学院 比较法学 40 40 24 16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0 10 6 4 

刑法学 10 10 6 4 

民商法学 23 23 14 9 

诉讼法学 10 10 6 4 

经济法学 22 22 13 9 

中欧法学院 

比较法学 10 10 6 4 

 
六、复试详情 

专业 法学院法理学专业 

复试时间 

按通知日期（一般是四月中上旬）到海淀校区主教学楼门前报到，报到时才能得知各

项考试的具体时间 

复试流程及

内容 

复试一般为天： 

第 1天： 8：30-9：00 英语听力，9:30-11:30 专业课笔试；13：30 英语口语，三人一

组，分组进行 

第 2天：8:00 开始专业课面试 

第三天：安排体检 

复试的形式 

1、专业课面试一般随机分组，按每组第一位至最后一位的顺序进行； 

2、英语口语考试则按所有报考法学院考生的考号分为 6组，分组情况老师当场宣布，

按每组第一位至最后一位的顺序进行 

听

力 

形

式 

题

型 

英语听力题目分为填空题和选择题，共 30分，12年听力试题略有杂音语速较快，整体

难度较大。具体包括： 

1、填空题：共 2题，每题有几空，根据听力材料填出相关内容 

2、选择题：共 3题，听完一段文章之后根据问题勾出正确内容 

形

式 

题

型 

英语口语考试由两位考官主持，考生先自我介绍，老师随便与考生聊一个问题，然后

考生抽取一道题目，考生三人一组进行讨论，老师旁听考生的讨论，每次口语考试约

为 10—15 分钟 英 

语 

口

试 

题

目 

每一年都有所变化。建议使用市面上较权威的预测初试大作文的辅导资料进行复习，

预测作文挑选的都是当年较热点的话题，并且和复试口语一样都是图画形式。2012 年

涉及的题目有： 

1、你有没有过网上交友的经历？ 

2、你怎么看待网恋？网恋有什么优缺点？ 

3、网络上和现实中的交友有什么异同？你更喜欢哪种？ 

4、关于 job hunting 的问题，讨论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原 



形

式

题

型 

1、面试按分组的顺序依次由五位考官主持进行。面试时考生先抽出一个信封，每个信

封里面装有一道题，由考生向考官和书记员宣读自己抽到的题目。接着有一分钟左右

的准备时间，可以带纸笔进去写下要点。然后考生就所抽到的题目进行 10-15 分钟的

论述。如果遇到不会的题目，考生可以要求重新抽题，但会因此在面试总分中扣掉形

式分，故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换题 

2、考生回答完毕以后，考官可以针对考生所回答的内容进行追问，也可能在考生回答

过程中打断考生的回答进行提问 

3、一般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为 15-25 分钟 

专

业

课 

面

试 

题

目 

（一）法治和法制的区别 

（二）谈一谈法律思维的特征 

（三）谈一谈你对法学体系的理解和我国法学学科分类 

（四）自然法和实在法的区别 

（五）试论法的规范作用 

（六）谈一谈你对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理解 

（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去区别 

（八）正式法律渊源的一般效力原则 

10、试论法的效力层次 

12、谈一谈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别 

13、谈一谈你对法律行为的理解 

14、法律关系及其种类 

15、试论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化 

16、谈一谈演绎法律推理和类比法律推理的区别 

17、法律解释客观说和主管说的区别 

18、法律解释的方法及其适用顺序 

19、法的实现、法的实施以及法的效果的区别 

20、谈一谈法的继承和法的移植 

21、试论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和区别 

特别叮咛/ 

注意事项 

1、注意礼貌，注意进门敲门、问好，出门致谢。答题要谦逊，被追问到不会的题不要

不懂装懂。考官一般都会给予一定提示。 

2、答题要点清晰，简明。语言有条理。 

3、心态是关键，我们法理老师都是很随和的，不要紧张。一紧张就算再有水平也发挥

不出来，自信从容可以给考官良好的印象 

4、面试的题目都是书上可以找到答案的，并不是很难。考官主要看的是考生的整体素

质，如语言表达、思维敏捷等方面，从而保证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起码是经过三年的

学习可以被社会认可的人才 

 
 
七、学费与学制 

1.学术型研究生：非定向就业生 8千元/年，定向就业生 1.2 万元/年。 

2.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1.5 万元/年。 

3.中欧法学院各专业（含学术型和专业学位）：1.7 万元/年 



我校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均为全日制攻读方式。工商管理、法律（法学）、翻译等 3个专

业学位的学制为 2年。除特别规定外，其他专业的学制为 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