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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法学分委员会 2013年 6月 21日通过，2013年 9月开始执行） 

 

一、适用学科 

法学(law)，一级学科，法学门类，学科代码：0301 

本方案适用于以下学科方向： 

 法学理论 

 比较法与法文化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法学 

 商法学 

 经济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诉讼法学 

 国际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卫生法学 

 警察法学 

 

二、培养目标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热

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服务。 

2、系统、深入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研究动态，具有较强的独立

从事法学研究、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 

3、掌握 1～2门外国语，并能熟练运用一门外国语，具有读、说、听、写能力。 

 

三、培养方式与课程设置 

（一）培养方式 

对于普通博士研究生实行导师负责制与集体培养相结合。成立包括导师在内的博士生指导小

组，导师为组长，指导小组成员应具有高级专业职称或为本研究领域的专家。 

对于论文博士研究生，采取以法学院师资力量为主，整合本校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力量，对

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课程学习阶段不安排导师。课程学习结束并通过资格考试后，



 

 2 

根据学生个人论文方向双向选择导师。实行导师负责制与集体培养相结合。成立包括导师在内的博

士生指导小组，指导小组成员应具有高级专业职称或为本研究领域的专家。 

（二）课程设置及学分组成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博士生应获得学位要求学分不少于 18学分。课程设置见附录。 

 

四、主要培养环节及有关要求 

1、制定个人课程学习计划 

博士生入学后三周内，在导师或者班主任指导下作好个人课程学习计划，并报院研究生主管部

门备案。执行计划过程中，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变动，须在每学期选课期间修改。修改后的课程学习

计划，经导师签字后送院研究生主管部门备案。 

博士生入学后，根据培养基本要求和本学科要求，在三个月内拟定出个人培养方案。 

2、资格考试 

博士生（含各类博士生）资格考试是博士生完成课程学习后，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

一次学科综合考试。资格考试按照不同专业方向，普通博士生于入学后第二学年秋季学期初进行。

论文博士生入学后第 4学期初进行。 

博士生资格考试包括闭卷笔试（60 分）和口试（40 分）两部分。笔试重点考察博士生是否掌

握了深入和宽广的学科基础和专业知识；口试重点考察博士生是否能综合运用本学科专业知识分析

和解决问题，是否具备进行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 

博士生资格考试由院统一组织。资格考试委员会由不少于 3名的教授、副教授组成，并经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同意。资格考试的范围、时间，由资格考试委员会在考试前一个月通知博士生。 

资格考试不及格者，普通博士生可在入学后第二学年秋季学期末重考一次，论文博士生可在入

学后第三学年秋季学期末重考一次。重考仍不及格者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应按照《清华大学

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办理退学手续。 

3、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结束之前，博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确定具体研究课题，写出选题报告。选题

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目标等。选题报告以

学术活动方式在二级学科范围内进行，并由以博士生导师（至少 3名）及指导小组成员为主体组成

的考核小组评审。选题报告会吸收有关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跨学科的论文选题应骋请相关学科的专

家参加。若学位论文有重大变动，必须经导师同意，重新作选题报告。评审通过的选题报告，应以

书面形式交院研究生科备案。 

4、社会实践 

按照“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管理条例”执行。 

5、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博士生实行博士生学术报告制度。普通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两次公开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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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由博士生导师指导小组给出相应的评价和成绩。博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不少于 30 次的一

级或二级学科的学术活动。（考核方式为：学生旁听我院举行的各类学术报告，利用 IC 卡刷卡系统

予以记录。记录次数达到 30次者，“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99990032”考核成绩视为通过。每次应有

不少于 500字的小结，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申请答辩前交院教学办公室记载成绩。 

论文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作四次公开学术报告，内容为其管理职责范围内的

法律问题。 

6、发表论文要求 

按照法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13 年 6月 21日通过的《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

论文基本要求》执行。（参见附录） 

 

五、学位论文工作及要求 

1、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博士生撰写论文的时间不少于一年。 

2、学位论文应当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并注重学术理论的创新研究。 

3、学位论文实行中期检查程序，由法学院组织考查小组对博士生综合能力、论文选题初步工

作进展情况等进行全面考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4、博士生在学位论文工作基本完成后，至少于答辩前三个月，作一次博士论文工作总结报告，

邀请本专业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师参加，对其论文工作的主要成果和创造性等进行评议，广泛听取

意见。 

5、学位论文答辩组织安排，按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 

 

六、论文博士学习方式： 

以课堂面授为主，辅以课程调研、自学、撰写分析报告、师生一对一指导和网上课堂等方式。

在教学学期内，一般间隔两周安排一次面授，每次 2天。面授时间一般以周末为主。 

 

七、必读书目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不低于 30 本的专业书籍的阅读，并定期向导师汇报读

书心得。书目由导师根据本学科情况予以确定的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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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博士生修读科目及学分要求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博士生应获得学位要求学分不少于 18学分。课程设置如下： 

1、公共必修课程（≥4学分）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90680032 2学分 （考试） 

 博士生外语（基础部分） 90640012 2学分 （考试） 

 博士生法律英语（限论文博士） 90660202 2学分 （考试） 

 

2、学科专业要求课程（≥9学分，按研究方向在导师指导下选修导师认可的其他法学专业课程。） 

 法理学专题研究（I） 90660083 3学分 （考试）秋 

 法理学专题研究（II） 90660093 3学分 （考试）春 

 法理学专题研究（III） 90660183 3学分 （考试）春 

 比较法专题研究 90660283 3学分 （考试）春 

 法律思想史专题研究 90660263 3学分 （考试）秋 

 法文化专题研究 80661683 3学分 （考试）秋 

 宪法专题研究 90660103 3学分 （考试）春 

 香港、澳门基本法研究 90660173 3学分 （考试）春 

 行政法专题 90660123 3学分 （考试）秋 

 行政诉讼法专题 90660153 3学分 （考试）春 

 部门行政法                          80661492 2学分 （考查）秋 

 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 80661502 2学分 （考查）秋 

 警察法学专题 90660273 3学分 （考试）春 

 刑法总论专题研究 90660113 3学分 （考试）秋 

 刑法分论专题研究 90660143 3学分 （考试）春 

 外国刑法专题研究 90660033 3学分 （考试）春 

 民法总论 90660043 3学分 （考试）秋 

 民法专题研究 90660053 3学分    （考试）春 

 商法总论 70660273 3学分 （考试）秋 

 商法专题研究 90660063        3学分 （考试）春 

 经济法基础理论 70660283 3学分 （考试）秋 

 劳动法学专题研究 80661643 3学分 （考试）秋 

 社会保障法专题 80661633 3学分 （考试）春 

 环境法专题研究 90660253 3学分 （考试）秋 

 自然资源法专题研究 80661623 3学分 （考试）秋 

 能源法专题研究 90660292 2学分 （考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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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 70660153 3学分 （考试）秋 

 外国刑事诉讼法 70660393 3学分 （考试）秋 

 国际法专题研究 90660133 3学分 （考试）秋 

 海商法专题研究 90660163 3学分 （考试）春 

 中国卫生法专题研究 80661243 3学分 （考试）春 

 公共卫生法 80661653 3学分 (考试）秋 

 网络环境中的知识产权法 90660233 3学分 （考试）秋 

 知识产权法专题研究 80661613 3学分 （考试）秋 

 知识产权与中国革命 90660243 3学分 （考试）春 

     

 公法学专题研究（限论文博士） 90660194 4学分 （考试）秋 

 私法学专题研究（限论文博士） 90660214 4学分 （考试）秋 

 法学专题研究（限论文博士） 90660303 3学分 （考试）春 

 程序正义与程序理念（限论文博士） 90660223 3学分 （考查）春 

 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研究（限论文博士） 90610372 2学分 （考查）春 

 人文科学前沿问题研究（限论文博士）  2学分 (考查) 

注：1、本科和硕士为非法学专业博士生须在已开硕士生课程中至少补修三门，记非学位课程学分。 

       2、公法学专题研究包括宪法与行政法学（16 学时）、刑事法学（16 学时）、法理学（16 学时）、国际法学

（16 学时）等内容。 

       3、私法学专题研究包括民事法学（16 学时）、商事法学（16 学时）、经济法学（16学时）、知识产权法学（8

学时）、环境法（8 学时）等内容。 

      

 

3、必修环节（5学分） 

 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 99990041 1学分   （考查）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99990032 2学分 （考查） 

 资格考试           99990061 1学分 （考试） 

 社会实践                                69990041 1学分 （考查） 

  注：根据规定，具有 3 年（含 3 年）以上工龄的博士研究生可以申请免修。免修需由本人提出申请，经院系核实

情况，报研究生院批准。免修后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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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基本要求 

（法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21 日通过） 

一、基本要求： 

1. 在最重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和《法学研究》上发表一篇； 

2. 或者在法学院认定的重要学术刊物中发表两篇文章。法学院认定的重要学术刊物

见附录。 

3. 在四大转载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和《高

校文摘》上全文转载或者超过 3000字以上转载的，视为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 

 

二． 说明 

1． 发表以正式刊出为准，用稿通知不计，增刊不计。 

2.  每篇文章不少于五千字，作者署名首位务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 XXXX级博士

生”（定向、委培博士生单位可署其后） 

3． 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须与博士学位论文的工作内容相

关。 

4． 在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否符合上述发表要求，可参照

学校有关规定，由分委员会委托专家评议后，提交分委员会讨论决定。 

5． 本规定适用于 2014年 1月及以后申请博士学位的博士研究生。 

6． 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法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附录：法学一级学科最重要学术期刊、重要学术期刊和集刊名录 

最重要学术期刊（共 3种）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 

重要学术期刊或集刊 

中外法学 现代法学 法学 

法学评论 法学家 政法论坛 

法商研究 法律科学 环球法律评论 

比较法研究 法制与社会发展 政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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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杂志 清华法学 行政法学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求是杂志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国环境科学 知识产权 南京大学法学评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东方法学 人民司法 

法律适用 人民检察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中国刑事法杂志 当代法学 

北方法学 金陵法律评论 北大法律评论 

中国国际法年刊 国际经济法学刊 法史学刊 

科技与法律 民商法论丛 刑法论丛 

行政法论丛 刑事法评论 证据学论坛 

诉讼法学研究 财税法论丛 法律和社会科学 

私法 证券市场导报 电子知识产权 

中国版权 专利法研究 中国海商法研究 

武大国际法评论 经济法论丛 人权研究 

民间法 法律方法 私法研究 

民法九人行 商事法论集 司法改革论评 

清华法治论衡 历史法学 清华法律评论 

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 

  人民日报（理论版）    光明日报（理论版） 

985院校的大学学报 各省社科院主办的 

社会科学刊物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民事程序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