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院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一、招生目录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按姓名拼音排序） 考试科目 备注 拟招人数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第一阶段考试： 

①1101英语 

第二阶段考试： 

①2204 法学专业

基础课考核 

②3301 法学专业

综合课考核 

 

《1101英语》与《2204 法

学专业基础课考核》同一

天考试。根据《1101英语》

和《2204法学专业基础课

考核》两门科目的综合成

绩排名确定复试名单。 

 

合计 16 人 

01 宪法学 

02 行政法学 
王敬波 

030105 民商法学 

01 民法 

02 商法 

李青武 

卢海君 

梅夏英 

徐海燕 

于海纯 

030106 诉讼法学   

01 证据法学 

02 刑事诉讼法 
陈学权 

030107 经济法学 

01 竞争法 黄勇 

02 金融法 冯辉 

黄勇 

梁清华 

03 宏观调控法 冯辉 

黄勇 

030109 国际法学  

01 国际经济法 池漫郊（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治理） 

马其家（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 

薛源  （国际商法、国际仲裁）            

左海聪（国际商法） 

02 国际公法 边永民（含贸易与环境） 

熊光清 



 

 

注：我院 2023年博士拟招生总人数为 16人。招生专业目录中所列招生人数均为拟招生人数，将根据计划实际下达、生源质量等进行动态调整，

此数据仅供参考。对口支援和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招生名额单列，不占用上述计划。 

二、考试说明 

法学院各博士招生专业的“2204法学专业基础课考核”的方式为笔试，考核范围按招生的二级学科单独出卷，包括：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

济法学、国际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主要涵盖各二级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前沿问题等内容。主要题型为论述题。请特别注意：笔试时间

与 1101英语同一天。 

“3301 法学专业综合课考核”的方式为面试，考生应在考试之前准备一份 2 万字左右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计划书（research proposal，为博

士期间研究论文的预开题研究，见《附件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关于研究计划书的说明》参考样本，用中文写作）。 

重要报考提示：各专业考生在决定报考前务必通过各种方式（面谈、电话、电邮等）与拟报考导师联系（法学院办公室可提供帮助），在与导

师沟通后，在相互了解导师的专业领域和学生的学术兴趣基础上，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计划书写作和修改进行充分沟通。面试专家组将以考

生准备的 2 万字左右研究计划书为基础，综合考查考生的学术潜力、专业背景、外语水平和综合能力等。  

三、参考书目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江必新等：《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2.马怀德：《行政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论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3.王敬波：《法治政府要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4.李卫刚：《从行政诉讼到宪政：英、美、法、德、中五国比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第 2版。 
5.近 5年来 CSSCI法学期刊登载的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论文。 

030105 民商法学 1.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2.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3.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4．【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5．【英】休·柯林斯：《规制合同》，郭小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6.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7.杨立新：《侵权责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8.近 5年来 CSSCI法学期刊登载的民商法学论文。 



 

 

030106 诉讼法学 1.【美】德雷斯勒等：《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吴宏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的目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3.【德】克劳斯·罗科信：《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最新版。 

4.【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张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6.【美】罗纳德·J·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7.【英】威廉·特文宁：《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8. 陈光中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最新版。 

9.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10. 近 5 年发表在法学类 CSSCI 期刊上有关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包含三大诉讼证据问题）、司法制度及改革方面

的学术论文。 

030107 经济法学 
1.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7年版。 
2.张守文：《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3.黄勇、董灵：《反垄断法经典判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版。 
4.黄勇、董灵：《反垄断法经典案例选读-禁止垄断性协议》，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年版。 
5.黄勇、岑兆琦：《中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经典案例评析》，中信出版社 2007年版。 
6.李玫：《金融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7.李俊、许光红：《产品质量法案例评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8.许光耀：《欧共体竞争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9.【美】霍温坎普：《联邦反托拉斯政策》，许光耀、江山、王晨译，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10.【美】盖尔霍恩、科瓦契奇、卡尔金斯：《反垄断法与经济学》，任勇、邓志松、尹建平译，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11.近 5 年来 CSSCI法学期刊登载的经济法学论文。 

030109 国际法学 1.《国际公法学》编写组（曾令良任首席专家）：《国际公法学》（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2.【英】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第六版）》（上、下册），白桂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3.朱文奇、李强：《国际条约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4.《国际经济法学》编写组（余劲松任首席专家）：《国际经济法学》（马工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5.沈四宝、王军：《国际商法》（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6.曹建明、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7.近 5年来 CSSCI法学期刊登载的国际法学论文。 

 



 

 

附件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关于研究计划书的说明 

研究计划书(research proposal) 

攻读法学博士的目的是用四年左右的时间写一篇高质量有创见的法学学位论文。因此需准备在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书。研究计划书，或称为“选

题报告”，是一项研究开始之前的提纲、规划和陈述；既是为了帮助自己梳理文献、整理思路、廓清方向，更应说明研究的动机和意义何在、可能

有何成果、为什么它值得评阅人或审查者认可、支持或批准等。好的研究计划是研究成功和论文写作的重要保证。 

研究计划书是法学院博士选拔中的必要文件，也是重要的考察因素。研究计划书应作为入学后博士论文选题的基础。为准备研究计划，申请人

应把握该领域目前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有哪些值得研究的领域和题目。在此基础上，应针对拟研究的问题进行初步性的调查。研究计

划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题目 

   2、研究背景和意义 

   3、拟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目的 

   4、现行研究状况和自己的研究优势 

   5、本项研究可能取得的创新和突破 

   6、研究拟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7、本研究预计的成果和假说 

   8、研究的日程安排 

   9、参考文献 

研究计划书的全部字数不得低于两万字。研究计划书的写作一旦被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立即取消申请人的申请资格，并在五年内不准申请人



 

 

报考本院的博士。 

附： 

关于研究计划书的具体内容： 

大多数学生和刚起步的研究者并不了解何为研究计划，也不知道其重要性。简单地说，一个人研究计划的好坏决定了其研究的好坏。一个构思欠

佳的研究计划会毁了整个项目，即使勉强通过了论文答辩委员会审议。另一方面，一个高质量的研究计划，不仅确保了研究项目的成功，申请人作

为研究者的潜力也会给论文委员会留下好印象，利于研究者的进一步的发展。 

研究计划是为了说服别人你有一项有价值的研究计划，同时你有能力和相应工作措施来保障计划的完成。总之，一个研究计划应包含所有研究过

程中的关键步骤，同时，也要给读者足够的信息来评估这个拟定的研究本身质量如何。 

不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如何选择，所有的研究计划必须解决以下问题：你打算完成什么，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以及你打算怎样去完成它。研

究计划应该有足够的信息来向你的评审者证明你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想法，你对相关文献和主要问题有很好的把握，同时你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在选定研究题目与研究客体(对象)之前,除了考量自己的兴趣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题目或方向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 ,再研判是否尚有开

发议题的可能性?比如知名度很高的作品极可能已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可能不易从中找到真正具有新意的切入点, 应慎重考虑。为此,学生

有必要先搜寻相关的硕、博士论文、专业学术期刊论文,以了解该课题的研究现况。若从网站上去搜寻资料,则应以专业研究机构或个人学者所架设

的学术网站为范围,才能有效掌握。借助搜寻这些资料的过程,可学习揣摩研究计划的形式与内容。同时,有了这些预备工作,才能说明“研究计划之

背景”。 

申请人应了解我院各位博士生导师的专业领域与研究方向，近年所开设的课程内容，所指导的博硕士论文有哪些方向范围等。学生的研究计划最

好能够和指导老师的专长相符合。 

研究计划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研究项目本身，同时也取决于计划书的写作。一个好的研究项目也可能会因不好的写作而被否决。因此，研究计划

书应写得连贯，清晰并且令人信服。以下强调的是研究计划书的写作，而非具体研究思路的开展。 

标题： 

标题应该简明扼要。 



 

 

摘要：  

摘要是一个 300 字左右的简要归纳。它应该包括研究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假说（如有的话），方法以及主要发现。 

引言：  

引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你的研究问题提供必要的背景。如何设定研究问题可能是计划书写作最难的部分。 

如果研究问题被限定在一个概括的，不着边际的文献回顾里，研究问题就会显得琐碎和无趣。然而，如果同样的问题被设定在一个当前非常被关

注的研究领域里，它的重要性就变得不言而喻了。 

对如何设定研究问题并没有任何硬性规定。很大程度上要靠你自己的创造力，要取决于你清晰思维的能力和你对问题领域理解的深度。 

首先，尝试着把你的研究问题放到当前的热门领域，或是一个陈旧但依然可行的领域；其次，你需要提供一个简要而适当的历史背景；再者，提

供该问题的当下背景。提出的研究问题应该是关注的焦点。并且参考最相关和最有代表性的论文。总之，应将研究问题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但同

时体现出其重要性。 

引言一般以对该领域的简单描述开始，同时关注某一特定的研究问题，接下来是拟定研究的基本原理。 

引言部分通常包含以下内容： 

1. 描述该研究问题，一般也叫研究目的； 

2. 为你的研究问题提供背景，设定其范围，以体现出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 说明你研究问题的理论依据，要清楚的指出为什么该研究是值得去做的； 

4. 简要描述该研究要解决的主要及次要问题； 

5. 明确说明要研究的现象； 

6. 阐述你的假说或理论，如有的话。对于法律问题探索性或现象解释型的研究，可能不会有假说； 



 

 

7.设定你研究计划的局限或边界，以提供一个清晰的研究重点； 

8. 给关键概念下定义 （可选）；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有时也包括到简介部分。但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可以更全面地回顾相关文献。 

文献综述有以下一些重要功能： 

1. 确保你不是重复前人已有的成果； 

2. 向奠定该研究基础的前人致谢； 

3. 说明你对该研究问题的了解； 

4. 阐述你对该问题相关的理论和研究的理解； 

5. 展现你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批判评价能力； 

6 显示你整合现有文献的能力； 

7. 提供新的理论见解或发展一种新的模式，作为你研究的概念框架； 

8. 向你的读者证明该研究计划会对现有文献做出重要的和实质性的贡献。（比如，解决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或者填补一个主要空白）； 

大多数学生的文献综述存在以下问题，应尽量避免： 

* 缺乏组织，结构混乱 

* 缺乏重点，整体性和连贯性 

* 冗长重复 



 

 

* 没有引用重要文献 

* 没有跟上最新进展 

* 没有对所引文献进行批判分析 

* 引用了不相关或不重要的文献 

* 过多依赖二手资料 

有多种方式来组织文献综述。利用副标题可使综述有序和连贯。比如，在展示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最新研究进展之后，可以用几个小节来

探讨相关问题。 

方法： 

方法部分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告诉评审者你准备如何来解决该研究问题。该部分要提出你的工作计划，并说明完成你项目所需的必要活动。撰

写方法部分的指导原则是，应包含足够的信息，以便读者判断该方法是否有效可行，同时也应该说明对其他可行方法的看法，以证明你的方法是解

决该研究问题最适当和最有效的途径。 

结果：  

在研究计划准备阶段并没有研究结果。但关于你将收集哪些资料，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将会用于解答你的研究问题或验证所提出的假设，你应该有

一些初步想法。 

讨论： 

向读者说明你研究的潜在影响很重要，但不能无限夸大一项研究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你还需要说明该研究的局限和不足，可能是因为时间和经

济上的限制，也可能是因为你研究领域还是在发展初期等。 

 

研究计划撰写时常犯的错误：  



 

 

1. 拟定研究问题时没有提供合适的背景； 

2. 没有给研究设定边界条件； 

3. 没有引用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4. 未准确指出其他研究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的贡献； 

5. 未能持续关注所研究的问题； 

6. 未能给该研究提出一个条理分明和有说服力的论据； 

7. 在次要问题上太多细节，在主要问题上却细节不足； 

8. 过于松散，泛泛而谈，没有明确方向。 

9. 引用笔误和错误引用； 

10.过于冗长或过于简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