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2年制法学背景） 

（2015级适用） 

一、专业简介 

法律硕士（Juris Master简称 JM）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 1996年正式批准

设立（法学背景法硕曾于 1999年停办、2008年复办）的专业学位之一。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具有明确的法律职业指向性，根据我国立法、审判、检察、律师、公

证、以及经济管理、金融管理、行政执法与监督等行业或者部门对法律专业人才

的需求，培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坚实的法律基本知识、严谨的法学思维、全面的法律执业能力和良

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的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三、培养对象 

通过国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联考并经中国政法大学复试选拔录取的、具有

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具有本科同等学力）的法学专业毕业生。 

 

四、学习年限 

学制 2年。 

 

五、培养环节、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培养环节主要包括：课程学习、专业实习及学位论文写作。 

课程设置以法学一级学科为基础；课程结构分为必修课、限选课和任选课。 

专业实习为必修课，实习时间为 3个月，实习结束时应当提交实习鉴定登记

表并完成一篇实习报告（不少于 6000字）。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年制法学本科背景）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序号 课程名称 属性 总课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1 法律外语  必修 72 4 1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必修 36 2 1  

3 民法专题   必修 90 5 1 讲授与研讨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222.htm


4 公司法与证券法专题 必修 54 3 1 讲授与研讨 

5 刑法专题 必修 54 3 1 讲授与研讨 

6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专题  必修 54 3 1 讲授与研讨 

7 刑诉与证据法专题  必修 54 3 1 讲授与研讨 

8 民诉与证据法专题  必修 54 3 1 讲授与研讨 

9 
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谈判与诉讼技
能 

必修 36 2 2  

10 论文写作 必修 18 1 2  

1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法律方法论） 

必修 18 1 2  

12 法律职业道德 限选 18 1 2  

13 国际贸易法专题 限选 18 1 2 讲授与研讨 

14 劳动法专题 限选 36  2 2 讲授与研讨 



（四）专业实习要求： 

1．能够运用法学思维和法律原理来观察、分析、判断和解决所面临的各种

社会现实中的法律问题； 

2．能够在个案中较熟练地运用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进行法律适用和法律推

理； 

3．能够较熟练地把握各类诉讼程序，主持诉讼程序，进行调查与取证； 

4．能够较熟练地从事代理与辩护业务，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如法律咨询、

谈判、起草合同）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5．具有起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般经验； 

6. 法律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 

 

七、考核方式 

必修课的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其中采用考试方式的课程不低于总科目

的 80%。限选课和任选课的考核方式为考查。 

考试和考查均可以采取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结合的方法，提倡考核内容的灵

活多样性，重在考察学生将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运用于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方法。  

 

八、学位论文撰写 

法律硕士必修课和限选课考核合格者方具有学位论文写作资格。 

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应当从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直至提交符合学校规定的

论文终稿等方面对法律硕士研究生进行全程指导。 

（一）选题 

学位论文选题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的内容应当就法律实务问

题进行法学理论上的深入讨论，以检验学生运用法学理论与知识解决法律实务中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综合能力。 

（二）开题 

学位论文应当进行开题。论文开题小组由 3名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对

学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及其基本思路进行学术指导。 

（三）内容与形式 

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应当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可以采用学术论文的形

式，亦可以采用案例分析（针对同一主题的若干个相关案件进行研究分析）、研

究报告、专题调研等形式。 



（四）研究方法 

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应当有研究方法意识，并能够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对论文选

题展开研究，主要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类型：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社会学分

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规范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提倡在谨慎踏实的基

础上有大胆创新的观点及其论证方法。 

（五）语言与字数要求 

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应当符合汉语写作规范且语言精练，正文字数以 1.5万为

宜，一般不超过 2万。 

 

九、评阅与答辩 

（一）评阅 

法律硕士学位论文采取匿名评阅制。每篇论文由 1名或 2名同行专家进行评

阅。 

任何形式的法律硕士学位论文之写作均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选题有理论研究价值和实务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2、学位论文应当对国内同类课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或者对同类课题

在实践中的现状进行梳理和归纳，说明该课题目前存在的争议焦点与未解决的问

题； 

3、学位论文应当体现出作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逻辑缜密地分析，且观点明

确、论证结构合理； 

4、学位论文应当反映出作者已经充分阅读过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资料。 

5、学位论文的写作和引文注释应当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 

（二）答辩 

学位论文评阅通过者方能够进入答辩程序。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三名或五名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其中一名答辩

委员可以是校院聘任的兼职教授。 

经答辩委员表决、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申请论文答辩通过，建议授予硕

士学位。 

 

十、学位授予 

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且经法律硕士学院分学位委员会和中国政法大

学学位委员会表决通过者，被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