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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介绍 

法学是在实践中产生，并通过实践加以运用和检验，用于治国理政经世济

民的学问。法学专业培养研究生，注重培养学生具有坚实宽广的法学理论基础，

并且熟悉各学科的法学前沿问题；系统深入地掌握本专业的学术史、基本理论

和专门知识，熟知国内外关于本专业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学术前沿发展动态

及各部门法。同时，要对交叉学科及边缘学科的理论知识有所涉猎，还能够综

合运用法学方法论的知识、社会实践调研的知识等多种工具性知识。 

二、培养目标 
坚持学术型导向，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是博士生成为具有较

高法学理论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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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从事系统的法学研究的科研能力和高层次法律实务

工作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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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烈的推动我国法治建

设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具备良好的

法律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的法学研究高级专门人才。并需具备以下要求： 

1、具备跨学科获取知识的能力、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坚实的知识基础； 

2、具有较高的学术鉴别能力，能够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

面的现实，对法学研究成果的取向做出准确的判断； 

3、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运用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等法学基本原

理分析法律现象，提出和解决问题； 

4、具备较强学术创新能力，其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前沿性； 

5、具有较强的学术交流能力，能够与学界同行进行学术交流。 

 



究生院批准，可适当延长学习年限，每次申请延长不超过 1 年，最长学习年限

不得超过 7 年。 

四、研究方向 

法学理论是以正义价值为主题、研究适用于各部门法的理论框架、一般

原理和原则、基本概念等的基础学科，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总结。 

法律史是研究与介绍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从而总结

历史经验，传承法律文明的学科，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是以宪法、行政法及其现象、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对

象的学科，可以为国家权力的有序运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提供理论指

导。 

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和刑罚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

规定的学科，为国家的刑事法治建设提供服务。 

民商法学（含知识产权法等）是研究民法总则、合同法、物权法、人格

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破产法、

证券法等民商法理论和各种民商事法律制度的学科，为我国民商事立法、司

法和律师实务提供理论指导。知识产权法是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和制度的基本知识、概

念、原理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力求对给法律实务工作者、知识产权管理人

员提供实务理论基础，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有所建树的学科。 

诉讼法学是以诉讼程序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程序正义及通过正当程序

实现正义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涉及刑事程序、民事程序、证据制度、司法

制度、检察制度、监察制度、律师制度、监狱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

公证制度等。 

经济法学（含劳动法学、社会保险法学）是研究的理念和价值、经济法

律关系和经济法责任体系等基础理论以及反垄断法、金融法、财政法、税法

和资产评估法等具体制度的学科。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以环境、资源和生态方面的法律、法律现象以及

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研究从法律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有关人与人的关



系的新兴、边缘学科。包括污染防治法、自然保护法、资源能源法、国土开

发整治法等内容。 

国际法学是相对于国内法学的学科，主要包含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

和国际经济法学。 

立法学是通过建立有关法律产生过程的全面而具体的现实图景、掌握立

法学暨立法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和一般理论以了解立法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沿领

域的学科。 

 

五、培养方式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课程学习、社会实践、科学研

究、学术交流等各个环节，应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对每位博士



  （4）方向必修课 3 学分 

2.选修课程： 

    （1）指定选修课程，按照专业或研究方向的需要设置。 

（2）为拓宽知识面在本院系内或跨院系选修的课程，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

下选修。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英文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负责人

/任课教师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MAR7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60 3 马院 
 

 

FL-7001 
第一外国语（英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English) 
120 5 外院  

专

业

基

础

课 

LAW7101 
理论法学研究 

 Jurisprudence Research 
18 1 

李挚萍 

导师组  

LAW7139 

法学研究方法与写作规范 

The Methodology of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Criteria 

18 1 
任  强 

任  强  

LAW7103 
法学学术前沿讲座 

Frontiers Lecture 
18 1 

张  亮 

导师组  

专 

业 

必 

修 

课 

LAW7104 
法学理论研究 

Jurisprudence  Research 
72 4 

徐忠明 

导师组  

LAW7105 
公法原理 

Public Law 
72 4 

刘  恒 

导师组  

LAW7140 
刑法学理论研究 

Theoretical Study of Criminal Law 
72 4 

聂立泽 

导师组  

LAW7106 

民商法原理 

Principle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72 4 
周林彬 

导师组  

LAW7108 
诉讼法基本理论研究 

Basic Theories in Procedural Law 
72 4 

郭天武 

导师组  

LAW7107 
经济法理论研究 

Study of economic law 
72 4 

杨小强 

导师组  

LAW7141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原理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law 
72 4 

李挚萍 

导师组  

LAW7109 
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 

Basic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72 4 

黄  瑶 

导师组  

LAW7110 

立法学原理研究 



LAW7145 
民商法学专题 

Theme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54 3 

周林彬 

导师组 
 

LAW7146 
诉讼法学专题 

Special topic of procedural law 
54 3 

郭天武 

导师组 
 

LAW7147 
经济法学专题 

Special topic of economic law 
54 3 

杨小强 

导师组 
 

LAW714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题 

Special topic of environmental law 
54 3 

李挚萍 

导师组 
 

LAW7149 
国际法学专题 

International Law Theme 
54 3 

黄  瑶 

导师组 
 

LAW7150 
立法学专题 

Legislative Theme 
54 3 

刘  忠 

导师组 
 

 

七、培养环节与要求 

1．博士研究生应按时参加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科

研训练、论文工作检查等。通过中期考核及开题报告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工作

阶段。 

2．导师组的具体运作由被指导学生的导师主持。强化导师组在开题、预答

辩和日常培育过程中的责任，博士生从开题到论文预答辩的所有程序均由导师

组成员共同参与，并且必须经三位或三位以上导师组成员全部同意方可参加答

辩； 

3．导师的职责：导师应经常检查研究生的科研和学位论文写作进展，将目

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紧密结合，保障学位论文的基本质量，杜绝违反学术规范和

学术纪律现象的发生；  

4．博士生提交的开题报告必须符合相应的学位论文格式； 

5．开题和预答辩时间不少于 40 分钟，条件允许情况下，须制作 PPT 演示； 

6．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前，必须按入学学年《中山大学各研究生培养

单位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具体规定》的要求发表学术论文。 

八、学位论文 

（一）选题与综述要求 



1.选题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当具备开拓性、先进性、成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开

拓性，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是前人没有专门研究过或已研究但有待进一

步深入的课题。先进性，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能够做出创造性成果。成

果的必要性，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当针对实际的和科学的需要，具有实际

效益或学术价值。成果的可能性，即博士论文选题的内容有科学性，难易程度

和工作量要相当，充分考虑到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成果的可能性。 

2.综述要求 

文献综述是开展法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对研究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的

梳理、总结和评价。法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综述应当全面地反映与选题相关的主

要研究成果，并进行系统、客观、准确地梳理和分析。文献综述不能仅仅列举

已有的研究观点，而是按照问题、观点或方法来分类和评价。文献综述的基点

在于“述”，要点在于“评”。 

（二）规范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规范，符合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

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7713-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2005）

的规范性要求。 

（1）结构合理，应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和参

考文献等基本内容。 

（2）篇幅适中，正文一般应达到 15 万字。 

（3）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会引发知识产权纠纷。 

（4）术语使用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的表述符合通用的

使用方法，不会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三）成果创新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当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1.提出了新的命题或者比较重要的理论观点，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或者新

的研究视角。 



2.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或者国际先进水平。 

3.对法学重要领域或者重要问题做出了新的系统描述、分析和概括。 

4.运用新的实证数据和研究资料作为论据进行研究和分析，丰富和发展了

重要的理论观点。 

5.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6.对立法、执法、司法实践问题提出了富有价值的见解或方案。 

7.对有重大争议的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或者解决方案。 

8.具有创新性的其他情形。 

九、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一）答辩资格 

论文答辩之前两个月必须通过本专业论文预审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

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的预答辩时，经限期修改后，仍未通过，应推迟

参加答辩（每次一般推迟半年，最多一年并不能超过最长学习年限）。 

（二）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经评阅人评审认为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可以提交答辩时，各院系

应为答辩组织答辩委员会。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７人组成，其中校外专家 2～

3 名，答辩委员会委员名单由院系主管领导、教研室及指导教师根据学校关于

答辩委员会组成的有关规定进行协商提出，答辩委员会组成由学位评议组召集

人审定，报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审批。论文指导教师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但可参加答辩会，必要时向答辩委员会提供咨询，在答辩委员会内部讨论和投

票表决时应该回避。论文评阅人不得成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三）学位授予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以及通过博

士学位论文答辩，并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授予博士学位。 

 

 

 



十、必读和选读书目 

1、法学理论 

 ᵬ ℮  ᵬ ₮  
 

1 
ľ῏ԍ Ŀȇ ᾥ ῃ Ȉ 1

 
ᾥ   

2 
ľ1844 ̂ Ŀ̃ȇ ᾥ

Ȉ 1  
ᾥ   

3 ľ῍֟ᾴ Ŀ ȇ ᾥ Ȉ 1  ᾥ ȁ   

4 ľ Ŀȇ ᾥ ῃ Ȉ 3  ᾥ ̆   

5 ̆    

6 
ľ ҺҺӈ ᴪ ∞Ŀ̂ ᾥ

ȇ̃ ᾥ ῃ Ȉ 6  
ᾥ   

7 ȇ ȈҬ ῏ Һ └    

8 Ҭ῍ ԓȁ Έ    

9 ȇ ĺĺ ѿ ᴪ № Ȉ   

10 ȇ Ȉ 
ȁ ᴯ ȁ

 
 

11 ȇҬ Ȉ ᵬ   

12 ȇ Ȉ   

13 ȇ Ȉ   

14 ȇ ꜚ ĺĺ ᴪ Ȉ   

15 ȇ ף Ȉ   

16 ȇ Ȉ ȁ   

17 ȇҬ Ȉ Һ   

18 ȇҬ └ Ȉ   

19 ȇ Ȉ   

20 ȇ Ȉ   

21 ȇԋ ҕ Ȉ   

22 ȇ Ȉ   

23 ȇ ᴪ Ȉ   

24 ȇ Ȉ [ ] ᴶ¥   

25 ȇ № Ȉ [ ] ̂ ̃  

26 ȇֲ ҹ № Ȉ [ ] ᾥ   

27 ȇ ̕ Ȉ [ ] ¥ ᵠ  

28 ȇ ӥȈ [ ] ¥   

29 ȇ ҍ Ȉ [ ]ᴿ   

30 ȇ ҍ Ȉ [ ]ᴿ   

31 ȇ Ȉ ̵ ̷   

32 ȇ ᴪ ῒ ֲȈ [ ]   

33 ȇ ‗ Ȉ [ ]   

34 ȇ Ȉ [ ]   

35 ȇ Ȉ [ ] ̆ ᾥ  

36 ȇ ȁ ҍ Ȉ [ ]   



37 ȇ Ȉ [ ]Ҹ בּ   

38 ȇ Ȉ [ ]   

39 ȇ ≠Ȉ [ ]   

40 ȇ ̔ ҍ Ȉ [ ]E·   

41 ȇ ֲ Ȉ [ ]E.   

42 ȇ Ҋ ↕Ȉ [ ]   

43 ȇ ȁ ҍ Ȉ [ ] ᾥ  

44 ȇҩֲҺӈҍ Ȉ [ ] ᾥ  

45 ȇ Ȉ [ ]   

46 ȇ Ȉ [ ]   

47 ȇ ≠ Ȉ [ ] ᾣ  

48 ȇ≠ Ȉ [ ]   

49 ȇ Ȉ [ ]K. ,H.ᾥ   

50 ȇ ῃӥȈ [ ]K. Һ   

51 ȇ ҍ ѿ Ȉ [ ]₣   

52 ȇ ҉ Ȉ [ ]   

53 ȇ Ȉ [ ]   

54 ȇᴑҙȁ ҍ Ȉ [ ]   

55 ȇ ᴪ Ȉ [ ]   

56 ȇ Ȉ [ ] ¥ ᴶ  

57 ȇ ҕף Һ ᵣ Ȉ [ ·ῤיּ[   

58 ȇ ᴪ Ȉ [ ]   

59 ȇ ӈ Ȉ [ ]   

60 ȇ Ȉ [ ] ᾥ  

61 ȇ Ȉ [ ]   

62 ȇ ᾴֲ Ȉ [ ] ̂ ̃  

63 ȇ ף Ȉ [ ]   

64 ȇ Ȉ [ ]   

65 ȇῈ῍ Ȉ [ ]   יּ

66 ȇ ȁ ҍӋ Ȉ [ ] ᾥ  

67 ȇ└ ȁ└ ҍ Ȉ [ ]   

68 ȇ Ȉ [ ]   

69 ȇ ᴪ └Ȉ [ ]   

70 ȇ ҍ Ȉ [ ]   

71 ȇ └ № Ȉ [ ]   

72 ȇ Ȉ [ ]   

73 ȇ ῍ױ Ȉ ҕ ҍ ᴪ  

74 ȇ Ȉ [ ]   

75 ȇ ᴶ Ȉ [ ]֒   

76 ȇ Ȉ [ ] Ԛ Ḥ  

77 ȇ Ȉ [ ] ¥ Ҁ  

78 Philosophy of Law Conrad Johnson  

79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Law Harold J. Berman  

80 
ȇ ȁ ȁ Ȉ̂ Ҭ ֲ ӥ Ҭ

̃ 
  

81 ȇ ¥ Ȉ̂ Ҭ ֲ ӥ Ҭ ̃   



82 ȇ Ȉ   

83 ȇ Ȉ   

84 ȇҬ Ȉ   

85 ȇ ᴶȈ   

86 ȇ Ȉ   

87 ȇҬ Ȉ   

88 ȇ Ȉ   

2、法律史 

 ᵬ ℮  ᵬ ₮  
 

1 ȇҬ ҍҬ ᴪȈ   

2 ȇ Ҭ Ȉ   

3 ȇҬ └ Ȉ̂ 10 ̃   

4 ȇ Ȉ [ ]   

5 ȇҬ Ȉ Ҭ   

6 ȇ Һף ᵣ Ȉ [ ]   

7 ȇ Ȉ [ ] ȁᾥ   

8 ȇ ҍ Ȉ [ ]ᴿ   

9 ȇ Ȉ̂ ̃   

10 ȇ └ Ȉ̂ ҉Ҋ̃ ֤ ₮   

11 ȇҬ └ Ȉ̂ ҉Ҋ̃ ᴧ₮   

12 ȇҬ ҍ Ȉ Ḥ  



35 ȇ∆ ĺĺ ꜚ Ȉ [ ]E¥A¥   

36 ȇ Ԋ ∞ҍ Ȉ [ ]   

37 ȇ Ȉ [ ] ᵹ·   

38 ȇ Ȉ [ ] ·   

39 ȇ Ȉ [ ]ᴿ ·   

40 ȇ Ȉ [ ] ·   

41 ȇ Ȉ [ ]   

42 ȇ Ȉ̂ ԋ ̃ [ ] ·֠≠· ≠   

43 ȇ Ȉ [ ] ᴶ·   

44 ȇҕ Ȉ̂ ҉ȁҊ̃ [ ] ¥H¥   

45 ȇ Ȉ   

46 ȇ ҍ ĺĺ < ῖ> ҍ Ȉ ȍ Ȏ .ᾥ ᵹ   

47 ȇ ף Ȉ [ ]   

48 ȇ Ȉ [ ]   

49 ȇ Ȉ [ ]   

50 ȇ Ȉ [ ]   

51 ȇ Ȉ . ῤῧ  

52 ȇ Ȉ [ ] ¥   

53 ȇ└ ף Ȉ [ ] ¥   

54 ȇ Ȉȁȇ Ȉȁȇ Ȉ [ ]Ҹ בּ   

55 ȇ ҍ ̔ѿ Ȉ [ ·ῤיּ[   

56 ȇ Ȉ ᵠ  

57 ȇ Ȉ [ ] ¥V¥   

58 ȇ ∞ Ȉ [ ] ¥   

59 ȇҬ ף Ȉ̂ ҉ȁҬȁҊ̃   

60 ȇ⅝ ҈ Ȉ ̂ ̃   

61 ȇ ‗ ̔ ᶛҍ Ȉ̂ ҉̆Ҋ̃ 

[ ]Ḡ · ȁ

·↓ ȁ ᾥ·

ȁ ·  

 

62 ȇ ̔ 25ҩ Ȉ ᴋқ   

63 ȇ Ȉ —ȁ   

64 ȇ ∞ᶛ Ȉ [ ] ד ѿ   

65 
ȇ ̔ 200 ῖ∞ᶛ

Ȉ 

֤

Ҭ  
 

66 ȇҬ Ȉ Һ   

67 ȇҬ ף ᴪ Ȉ ᶿ   

68 ȇ Ȉ̂ ̃ ṯԐ  

69 ȇҬ ᴪȈ   

70 ȇ ף Ȉ   

71 ȇҬ Ἢ Ȉ ֒   

72 ȇҬҕ ᴪ Ȉ [ ]֠≠¥   

73 ȇҬҕ ᴪ Ȉ [ ]   

74 ȇ ᴪ Ȉ ᾥ   

75 ȇ Ȉ ᾥ   

76 ȇ ᴪȈ [ ] ᾥѻ   

77 ȇ ף ĺĺ Ȉ [ ] . ᵠᾥ  



78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John H.Merryman  

79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Karl N.Llewellyn  

80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Rene David & John 

Brierley 
 

81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Caenegem  

82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Anglo-American Law, 3rd ed Kempin  

83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Legal History 
O.F.Robinson,T.D.Fergus 

& W.M.Gordon 
 



3 ȇ ᾴֲ Ȉ ȍ Ȏ   

4 ȇҬ Ȉ Һ   

5 ȇ ҍῈ Ȉ̂ ҉ȁҊ̃ ȍ Ȏ ¥ Ӌ  

6 ȇ Ȉ 
ȍ Ȏ ¥

 
 

7 ȇ Ȉ ȍ Ȏ   

8 ȇ Ȉ   

9 ȇ Ȉ   

10 ȇ Ȉ   

11 ȇ ҍ Ȉ Һ   

12 ȇ Ȉ ȁ ᾝ  

13 Ҭ Һ ℮   

14 Һ ℮   

4、刑法学 

 ᵬ ℮  ᵬ ₮  
 

1 ȇ⅝ Ȉ̂ ῍҈ ̃   

2 ȇ Ȉ ᾥ   

3 ȇ⅝ Ȉ ᾥ   

4 



24 ȇ Ȉ̂ 1984̃ 
ȍ ȎK. ̆H.

ᾥ  
 

25 ȇҬ ⅝ Ȉ ȁ ᾥ   

26 ȇ Ȉ   

27 ȇ Ȉ   

28 ȇҬ Ȉ   

29 ȇ Ȉ   

30 ȇ Ȉ   

31 ȇ Ȉ 

  



27 ȇṽ Ȉ   

28 ȇṽ Ȉ   

27    27    27    27    27    27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格拉松&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66 ȇ ——⅝Ԋ ∞ Ȉ [ ] .Q.   

67 ȇ ̔⅝Ԋ Ȉ [ ] ¥ꞋҸ  

68 ȇῈ ∞̔ ⅝Ԋ ᴰ ҍ ֲ Ȉ [ ] ¥   

69 ȇ ҹָӇ ľ ֲĿ ̙ ⅝̔Ԋ ∞Ҭ ҍ

Ȉ 

[ ]֒ ᾥ ¥ ᾥ

 

 

70 ȇ Ȉ [ ] ᴶ¥   

71 ȇ⅝Ԋ ҍᴶ ⅝̔Ԋ ȁ ᵣ

Ȉ 

[ ]ᵠ   

72 ȇ ⅝Ԋ Ȉ ᵥ   

73 ȇҬ ҍҬ ᴪȈ   

74 ȇ ҍ ̔῏ԍҬ ⅝Ԋ Ȉ   

75 ȇҬ ⅝Ԋ ᵬ └ ̂ ↓ Ȉ̃   

76 ȇ └ Ȉ   

77 ȇ⅝Ԋ ╠ Ȉ   

78 ȇ ҺӈȈ   

79 ȇ⅝Ԋ └ Ȉ   

80 ȇ⅝Ԋ Ȉ   

81 ȇ Ҭ ⅝Ԋ Ȉ   

82 ȇ Ȉ   

8�ÉAùAìAÞ�ÉAùAìAÞ



108 ȇ ҍ Ȉ [ ] ·   



8 ȇ ĺ Ȉ   

9 ȇ ĺ Ҭ Ȉ Ḥ   

10 ȇ ҍ Ȉ Ḥ   

11 ȇ Ȉ   

12 ȇ ĺĺѿ № Ȉ   

13 ȇҬ Ȉ   

14 ȇ └Ȉ ȁ Ḥ Һ   

15 ȇҬ └ Ȉ ↔ ȁ   

16 ȇⱴ ӊ Ȉ Ḥ ȁ қ   

17 ȇ Ȉ   

18 ȇ ꜚ ĺ ᴪ Ȉ   

19 ȇ Ȉ̂ 1984̃ 
[ ]K. ̆H.ᾥ

 
 

20 
ȇ ῃӥȈ 1 ̆ 17 ȇ ҍ

Ȉ 
K̈   

21 ȇ Ȉ 
[ ] ᴿ ¥ ̆

¥ ᴶ 
 

22 ȇ Ȉ̂ 1980̃ [ ]   

23 ȇ Ȉ   

24 ȇ ҍ Ȉ ȁ   

25 
ȇ ĺ ҍ └

Ȉ 
  

26 ȇ ֟ Ȉ 
Ḥ Һ ȁ↔ ◐

Һ  
 

27 
ȇῈ ⱳ ҍ ᴪ № ĺῈ

Ȉ 
ѿ  

28 ȇ Ȉ   

29 ȇ Ȉ Һ   

30 
ȇ ף ĺ 21ҕ ҍ Ȉ

Һ ȇ̔ ҚȈ 6  
[ ]ῤ   

31 
ȇ ף Ὲ Ȉ̂ ȁ ȁ ȁ ȁ Ὲ

̃ 
  

32 ȇҬ Ȉ ᵩ꞊   

33 ȇ Ȉ [ ]   

34 ȇ Ȉ   

35 ȇ └ Ȉ   

36 ȇӋ Ȉ WTO  

37 ȇ ⱵȈ ╠   

38 ȇ ῍ᵣ └ Ȉ ↔   

39 ȇ Ȉ   

40 ȇҬ ĺқ Ȉ   

41 The Jurisprudence of GATT & WTO John H. Jackson  

42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2
nd
 ed. 

RENE DAVID̆AND 

JOHNE.C.BRIERLEY 
 

43 
princip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

ȇ Ԋ ᵬ ↕Ȉ 
UNIDROIT  



44 International Law of Export Control Karl M.Meessen  

45 
Law and Politics of West-East Technology 

Transfer 
HIROSH ODA(ed)  

46 

IIC STUDIES VOL.11, GATT or WIPO? New ways in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iedrich-Karl Beier 

and Gerhard Schricher 
 

47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lganz Seidl-

Hohenveldem 
 

48 The Death of Contract Grant Gilmore  

49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ace Philip Wood  

50 
Title Finance, Securitisantion, Set-off and 

Netting 
Philip Wood  

51 General Principals of Insurance Law, 5
th
 ed E.R.Hrad Ivamy  

52 

Selected Statute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Unfair Competition, Trademark , Copyright and 

Patent 

Paul Goldstein  

53 ȇ Ȉ   

54 ȇҬ Ȉ   

55 ȇҬ Ȉ   

56 ȇ Ȉ   

57 ȇ Ȉ   

58 ȇ Ȉ   

59 ȇ Ȉ   

60 ȇҬ ¥ ᴪ Ȉ   

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ᵬ ℮  ᵬ ₮  
 

1 ȇ Ȉ



18 ȇ Ȉ   

19 
ȇ ҍᴇṿ ĺ

Ȉ 
꞊  

20 ȇ Ȉ   

21 ȇῈᴧ ҍ ᴇ└ Ȉ   

22 ȇḇ Ȉ ӈ  

23 ȇ Ȉ   

24 ȇ ---- └ҍ Һ ԑꜚȈ   

25 ȇ Ȉ   

26 ȇ ᷅ └ Ȉ   

27 ȇ Һӈ Ȉ   

28 ȇ Ȉ ѿ ̂҉ҊΎ̃   

29 ȇ ҍ Ȉ ḍ   

30 ȇ Ȉ   

31 ȇ ĺ Ὲ ҍ Ȉ ȁ   

32 ȇῈ Ȉ   

33 ȇֲҍ ῏ Ȉ ȁ ȁ ᾣ  

34 ȇ ҍ ‗ ĺ ҍ └ Ȉ 
ᾣȁ ₇ ȁ ȁ

 
 

35 ȇ ⇔ ĺ № Ȉ ᾣ  

36 ȇ Ḡ Ȉ ּׂשȁ   

37

 



 

1 ȇ Ȉ ȁ   

2 ȇ Ȉ   

3 ȇ Ȉ   

4 ȇ Ὲ Ȉ ≠  

5 ȇ Ȉ   

6 ȇ Ȉ   

7 
ȇ ᶏ ⱬ ↕̔ ԋ

№ Ȉ 
  

8 ȇ Ғ ( ӥ) Ȉ   

9 ȇ ‖ Ȉ   

10 ȇ Ȉ   

11 ȇҬ ҍ ℮Ȉ Ҭ ᴪҺⱲ  

12 ȇ Ԋ Ȉ ᾝȁ   

13 ȇ ( )Ȉ   

14 ȇ ↓Ғ Ȉ̂ ῇ ̃   

15 ȇ Ғ Ȉ̂ң ̃   

16 ȇ Ȉ̂ ԓ ̃   

17 ȇ Ȉ   

18 ȇ Ὲ Ғ Ȉ ᵩ꞊   

19 ȇ Ȉ̂ ḱ ̃   

20 ȇҕ Ȉ   

21 ȇ ҚȈ    

22 ȇ ℮Ȉ    

23 ȇҬ ℮Ȉ Ҭ ᴪ  

24 ҍ Ȉ ֤   

24 ȇ Ȉ   

25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Bruno Simma, ed.  

26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vol.1, 1992; vol. 2, 

1995. 

Rudolf Bernhardt, ed.  

27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even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Ian Brownlie  

28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4. 
David J. Harris  

29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lcolm N. Shaw  

30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lcolm D. Evans, ed.  

31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tonio Cassese  

32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rd revise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Ignaz Seidl-Hohenveldern  

33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reas F. Lowenfeld  



34 

The Conflict of Laws, sixth edition, by David 

McClean and Kisch Beevers, Sweet & Maxwell 

LTD, 2005. 

J.H.C. Morris  

10、立法学 

 ᵬ ℮  ᵬ ₮  
 

1 ȇ Ȉ̂ ҈ ̃ ⱬ ȁ ᾣ,Ҭ ֲ ̆2009   

2 ȇ Ȉ̂ ԋ ̃ ̆ ₮ ̆ 2009   

3 ȇ Ȉ ̆҉ ֜ ₮ ̆2011   

4 
ȇ ̔ Һ¥ ҍ

Ȉ 
̆ ₮ ̆2015   

5 
ȇ ֤ ῃӥ̔

¥ Ȉ 

Ԑ̆ ̆ ֤ ₮ ̆

2010  
 

6 
ȇ ᴪ Ȉ̂ 2012 10

̃ 
ⱬ , ₮ ̆2012   

7 ȇ Ȉ үȁ ᵡּׂ̆ש ₮ ̆2002   

8 ȇ ҍ ⱵȈ ↔ ̆Ҭ └₮ ̆2014   

9 
ȇ ‖ ҍ

Ȉ 
ḍֲ̆ ₮ ̆2004   

10 ȇ Ȉ 
̆ ̆ Ⱶ ӥ ̆2011

 
 

11 ȇ Ҭ ̔ Һ ҽ Ȉ ӟ ̆Ҭ ֲ ₮ ̆2014   

12 
ȇ Һ⇔ ҍ Ḡ ̔ ҍṢ

Ȉ 
ḍ̆ ₮ ̆2009   

13 ȇ Ȉ ḍ̆ ֤ ₮ ̆2004   

14 ȇ ҈ Ȉ Ὲ ̆Ҭ └₮ ̆2015   

15 
ȇ ҍ └

Ȉ 
̆ ₮ ̆2012   

16 ȇ ҍ Ȉ ̆ ֲ ₮ ̆2014   

17 
ȇҬ ҍ ῏

Ȉ 
̆ ֤ ₮ ̆ 2015   

18 ȇ ҍ Ȉ ̆қ ₮ ̆2011   

19 

ȇ ᵀ̔

↕ȁ└ ҍ ץ̂ ֤

ᵀ└ ҹҬ Ȉ̃ 

꞊̆ ֤ ₮ ̆2006   

20 ȇ ᴇ ᵣ Ȉ ḡ ̆ ₮ ̆2013   

21 
ȇ Һ ҍ Ғ

Ȉ 

http://book.jd.com/writer/%E5%91%A8%E5%AE%9E_1.html


26 ȇ ҍ Ȉ ̆ ̆ Ⱶ ӥ ̆2000   

27 ȇ ҍ ῌ Ȉ ̆҉ ҈ ӥ ̆2006   

28 
ȇ Ҭ ⱳ Һӈ ↕ȁ

Ȉ 
´̆Ҭ ₮ ̆2014   

29 
ȇ ≠ ̔ҹָӇ ᶭ ԍ

Ȉ 

¥ ̆ ̆

֤ ₮ 2011  
 

30 ȇ ᴪ Ҭ Ȉ 
̵ ̷ ᴿ ¥ ȁ ¥ ̆

̆҉ ֲ ₮ ̆2014  
 

31 ȇ ᴪ Ȉ̂ 11 ̃ 
̵ ̷ , ̆ ₮ ̆

2009  
 

32 ȇ ᴿ Ԋ ↕Ȉ̂ 10 ̃ 
[ ]֠≠¥ ᴿ ̆ ̆ ̆

₮ ̆2008  
 

33 ȇԊ Ȉ 

[ ̷ ¥ ̆ ̆

̆ ̆ ֤ ₮ ̆2009

 

 

 

 

 

http://book.jd.com/publish/%E6%A0%BC%E8%87%B4%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