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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环节要求及考核细则 

 

一、论文开题论证（2学分） 

1、论文开题论证 2 学分，最迟应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 

2、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基于社会发展或本学科发展前沿，并对本学科或交叉学科发展、

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研究生开题论证必须按照《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论证管理规定》（研院〔2018〕2号）撰写开题报告。 

3、开题论证工作由学院统一组织，法律硕士学位点具体实施。成立开题论证委员会对研

究生开题报告进行审查，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开题论证委员会由 5-7名研究生导师或高级

职称人员组成，成员中应有 1 名来自行（企）业的专家，开题论证委员会主席必须由我校具

有高级职称的研究生导师担任，开题研究生本人的导师可以作为开题论证委员会委员，但不

能担任委员会主席。 

4、开题论证采取打分制（百分制），平均分低于 70分者，即视为开题论证不通过。开题

论证通过者获得 2 学分，不通过者需根据开题论证委员会意见全面修改开题报告，在 3 个月

以后重新申请开题论证。开题论证结束后研究生应根据开题论证委员会意见认真修改，并形

成文字性修改计划经导师签字确认后备案。 

5、研究生一经开题，研究内容不得进行重大变化。如果研究内容发生重大调整，研究生

须重新申请开题。 

二、学术交流（1学分） 

1、学术交流共 1学分，具体包括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教育和行业发展前沿讲座。 

2、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教育（0.5 学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不少于 2 场次

由学院统一组织的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教育报告，撰写不少于 1500 字的学习心得并经导师签

字确认，获得 0.5 学分。 

3、行业发展前沿讲座（0.5 学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不少于 4 场次由学院

统一组织的行业发展前沿学术讲座，撰写 2000字学习报告，并在本专业内进行交流，经导师

审查通过者，获得 0.5 学分。 

三、实践教学与训练（1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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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法律实践训练（9学分） 

进行法律写作（2 学分）；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调解实务（3 学分）；法律谈判（2

学分）；法律检索（2学分）训练。 

2、实践研究（6学分）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须根据学位论文选题从事教指委规定的最低限度(不少于 6 个

月)要求的实践研究，非全日制并有在本领域相关岗位 6个月以上工作经历的在职研究生可申

请免修，免修“实践研究”的非全日制在职研究生应适度增加课程学分要求，具体要求参见

教指委规定。集中实践实习 6学分。 

3、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按照“课程学习与基地实践”、“实践研究与论文工作”、

“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实践研究，累计时间必须达到培养方案的要求。

指导教师应在第三学期结束前，结合开题论证内容，安排研究生制订实践研究计划，进行实

践研究，并对学生的实践研究情况及时跟踪指导。法律硕士教育办公室将研究生实践研究计

划、外出实践信息汇总报到学院，再由学院报研究生院备案。 

4、实践研究结束后，学院成立考核小组，对研究生实践研究效果进行考核。 

（1）考核工作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总体负责，法律硕士学位点负责人具体实施，

考核小组成员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研究生导师、有实践教学经验的教师、行业人员或

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成员等组成，一般不少于 5人。 

（2）参加考核的研究生须提交实践工作日志、实践研究单位评价反馈表、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实践研究总结报告、并进行 PPT 汇报交流。考核小组根据研究生实践工作量、实践

研究单位反馈意见、实践内容和学位论文的相关程度、实践汇报及相关支撑材料的综合情况

等，对研究生的实践研究环节进行打分。 

（3）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实践研究环节考核并且成绩合格，方可获得该环节相

应学分。不参加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不得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4、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严格执行学院考核要求，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分流淘汰的重要依

据。 

四、中期考核（2学分） 

1、中期考核 2学分，应在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进入学位论文阶段后进行，最迟应在毕

业半年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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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中期考核小组，小组成员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研究生导师、有实践教学经

验的教师、行业人员或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成员等组成，一般不少于 5人。 

3、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表现、课程学习、学术交流、实践研究、学位论文

进展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和评定，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并做出处理。中期考核合格者获得相应

学分，考核不合格者需重新申请考核或延期毕业。 

4、中期考核和实践研究环节考核可以合并进行。 

五、学位论文(5学分) 

学位论文是专业学位研究生领域基础理论、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及科研、实践能力的全面

反映，体现其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应按照

学校规定的学位论文格式撰写，并按照规定程序答辩。 

1、论文选题 

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来源于法治实践，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体现作者综合运用法治思

维、科学理论、恰当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技术难度，

具有实用性、先进性。 

2、论文内容 

可将研究论文、设计规划、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作为主要内容，以学位论文形式表现。 

3、论文答辩 

（1）在正式答辩前组织学位论文预答辩，预答辩采取打分制（百分制），平均分低于 70

分者，即视为预答辩不通过。预答辩通过者方可参加正式答辩，预答辩不通过者需延期半年

重新参加预答辩。 

（2）通过预答辩的学位论文需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并送 2位相关专家评阅，检测

合格、专家评阅通过方可参加正式答辩。 

（3）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着重审查作者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审查作者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一定的新见解或新进展，研究成果是否能解决

生产实际问题，或对司法实践有较大实际应用价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方可获得学

位。 

（4）学位论文必须由 3名本专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评阅，其中至少一名法治

部门工作专家；学位论文答辩成员中，应有 1-2名法治部门工作专家。 

六、其他考核要求 



4 
 

1、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创新创业训练并获得省级以上奖励，经学院考核认定后，

根据奖励等级及社会影响可折算为实践研究学分；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职业证书(A)或者注册会

计师资格证书，经学院核实可认定为 6学分。 

2、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需要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物（网络除外）公开发

表论文一篇，署名单位需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七、本学科国内外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及考核办法 

（一）每名学生提交由导师认定的读书报告 3 篇，每篇不少于 5000 字。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选读书目推荐 

1、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 

2、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3、霍布斯著《利维坦》商务印书馆 

4、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 

5、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商务印书馆 

6、边沁：《政府片论》商务印书馆 

7、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9、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 1959年 2月版 

10、奥斯丁：《法理学大纲》商务印书馆 

11、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2、戴雪：《英宪精义》商务印书馆 

1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4、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5、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6、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7、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18、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 

19、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德沃金：《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1、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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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3、贝靳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4、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5、劳森：《财产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6、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7、马科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8、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9、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0、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 

31、本杰明.N.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32、茨威格特等：《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33、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 

34、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35、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6、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7、尤伦·考特《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38、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40、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 

41、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2、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3、贺卫方：《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 

4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 

4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47、江山：《中国法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49、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0、梁慧星：《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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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巴斯里、卡根：《公司法律部》，法律出版社，2010 年 

52. 陶光辉：《公司法务部：揭开公司法务面纱》，法律出版社，2016 年 

53. 黄胜忠、健君：《公司法务管理概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年 

54.《公司法务》(第 1、2辑)：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 

55. 叶小忠编：《中国企业法务观察》(第一、二、三辑)，法律出版社， 2015 年 

56. 萨斯坎德：《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法律职业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7. 奥尔特曼等：《律师事务所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58. 华滨：《跨越律师执业思维·方法·规划》，法律出版社，2015 年 

59. 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之道》(第 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60. 马内尼克：《律师事务所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1. 沃格特：《留住好律师：律师创建满意职业制胜战略》，法律出版社，2005年 

62. 马贺安：《生存与尊严：律师定位与展业方法》，法律出版社，2016 年 

63. 罗伯特著，王俊峰译：《法律职业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64. 吴江水：《完美的合同：合同的基本原理及审查与修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5. 张远堂：《合同管理操作指南与风险防范》，法律出版社，2015 年 

66. 蔡世军：《企业合同审查法律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 

67. 陈丽洁：《合同审查的结构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10 年 

68. 贾锐：《投资并购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2013 

69. 肖金泉等：《并购重组操作指引》，法律出版社，2011 

70. 刘兴业、任纪军著：《中国式私募股权投资 1、2》，中信出版社，2013年 

71. 北京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企业并购重组的法律透视》，中信出版社，2014 

72. 康龚等：《法律尽职调查指要》，法律出版社，2012 年 

73. 陈轶凡：《HR 全流程法律顾问：最新企业人力资源速查速用全书》法律出版社，2016 

74. 石先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防范与操作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 

75. 段海宇：《人力资源法律风险管控操作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76. 袁建中：《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理论与实务》，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 

77. 游闽键等：《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指南》，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 年 

78. 冯暁青：《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79. 陈丽洁等《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创新与实践：用管理的方法解决法律问题》，法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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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2年 

80. 吴江水：《完美的防范：法律风险管理中的识别、评估与解决方案》，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0年 

81. 戴文良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与管理》，法律出版社，2015年 

82. 朱德锴：《胜诉谋略：律师的诉讼策略与技巧》，法律出版社，2012 年 

83. 周吉川：《律师如何思考：民商事案件思维与诉讼策略》，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年 

84. 文德勒：《审判中询问的技巧与策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 

85. 邹碧华：《要件审判九步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 

86. 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7. 高云：《思维的笔迹》，法律出版社，2013 年 

88. 栾兆安：《律师文书写作技能与范例》，法律出版社，2015 年 

89.《律师执业基本技能——会见、咨询服务、谈判、有说服力的事实分析》，中伦金通

律师事务所，法律出版社，2006 年 

90. 阮子文：《律师非讼业务的思维与技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91. 韩德云等：《法律谈判策略与技巧》，法律出版社，2015 年 

92. 弗拉斯科纳、赫瑟林顿著/高如华译：《法律职业就是谈判--律师谈判制胜战略》，法

律出版社，2001 年 

93. 丹尼尔著、国立波译：《走向法庭--律师庭审制胜战略》，法律出版社，1999年 

94.美国 ABA律师协会推荐美国律师必读书籍（一套四本，当当网上有卖。）(法律出版社) 

《法律职业就是谈判——律师谈判制胜战略》 

《寻找证人——律师证人准备制胜战略》 

《走向法庭——律师庭审智胜战略》 

《留住好律师——律师创建满意职业制胜战略》 

95.《穷律师，富律师》邱旭瑜（著）（法律出版社） 

96.《状告美国》黄笑生（著）（东方出版社） 

97.近距离看美国——林达（著）（一套四本，当当网上有卖。）（三联书社） 

《历史深处的忧虑》 

《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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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彗星划过夜空》 

《扫起落叶好过冬》 

9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著）（法律出版社） 

99.《法槌十七声》萧翰(著)（法律出版社） 

100.《英美判例百选》（日本国）藤仓皓一郎，木下毅，高桥一修，樋口范雄（编） （中

国）段匡，杨永装（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01.《大法官的智慧》邓冰，苏益群（编译）（法律出版社） 

102.《中国名律师辩护代理词精选——谭向北专辑、田文昌专辑》（法律出版社） 

103.《让证据出来说话——李小华律师办案专辑》（上海三联书社） 

104.《侵权责任法经典案例释论》江平（顾问）李显东（主编）（法律出版社） 

105.《中国物权法要义与案例解释》江平（顾问）李显东（主编）（法律出版社） 

106.《法庭语言技巧》（第二版）廖美珍（著）（法律出版社） 

107.《英美法案例研读全程指南 》何主宇（编著）（法律出版社） 

108.《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英美法入门：法学资料与研究方法 》杨帧（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 

109.《国际法院新近案例研究》邵沙平（主编）（商务印书馆） 

110.《推开美国法律之门》(第 2 版) （美国）费曼（著）（法律出版社） 

111.《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论编、物权编、债权总则编》（法律出版社） 

112.《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08 修订版) 、高效能人士的第八个习惯》（美国）柯维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13.《王泽鉴法学全集》（共 6本）王泽鉴（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14.《元照英美法词典(精)》 薛波（主编）（法律出版社） 

115.《法律解释操作分析》张志铭（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16.《实用礼仪教程——21世纪旅游管理专业系列教材 》胡静（编著）（武汉大学出版

社） 

117.《司法考试名师讲义 09版》（一套 8本）（历年司法考试指定教材，作者均为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司法考试出卷人）(法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