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华留学生法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基础宽厚、专业扎实、了解中国、熟知国际规则及中国法、中文流利、具备跨文化

交流能力和全球胜任力的国际化高层次法律专才，能够在中外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大型企

事业单位或国际组织独立从事本学科专业领域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 

二、专业要求 

1. 熟悉中国概况，熟练掌握中文以及本专业领域的中国法； 

  2. 熟练检索和阅读本学科及相关专业领域的中英文文献。掌握重要中英文数据库的运

用，熟知本学科前沿学术发展动态； 

  3. 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 

  4. 进行良好的比较法研究； 

  5. 较准确地使用中文撰写专业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较熟练地使用中文

进行口头的专业交流，具备跨文化学术交流能力。 

三、研究方向 

1. 民商法学 

2. 经济法学 

3. 国际法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学科各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

学习年限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学历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学分要求 

本学科各专业博士研究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4学分，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

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环节要求 

学院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本学科学术年会、研讨会、“经贸法学工作坊”、研究生学术

沙龙、博士论坛等学术活动。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听取 20 次以上本校及本院组织的学术报告。 

七、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学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2）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3）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

照我校研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学科各专业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八、课程设置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来华留学生民商法学博士课程设置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民商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4 学分  

公共课  6 学分  

基础课  6 学分  

专业课  5 学分 

必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选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

否

学

位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备

注 

公共课 

W1641501 高级商务汉语（Ⅰ） 是 是 2.0 32.0 秋  

W1641502 高级商务汉语（Ⅱ） 是 是 2.0 32.0 春  

W1641503 中国概况 是 是 2.0 32.0 春  

基础课 

04146043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

(Ⅰ) 
是  是  3.0 48.0 秋   

04146044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

(Ⅱ) 
是  是  3.0 48.0 春   

专

业

课 

必

修

模

块 

04146012 学术前沿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0 32.0 春   

04146046 民商法前沿问题  是  否  3.0 48.0   

选

修

模

块 

04146005 法理学与比较法专题  否  否  1.0 16.0 秋   

04146006 国际投资法专题  否  否  1.0 16.0 春   

04146008 经济法前沿专题  否  否  1.0 16.0 春   

0414601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秋   

04146011 国际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秋   

04146045 刑法前沿  否  否  1.0 16.0 秋   

04146047 诉讼法学理论前沿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04146048 比较宪法  否  否  1.0 16.0 秋   

0414604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

理  
否  否  1.0 16.0  春   

L0414605 
  国际公法热点问题与研

究方法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专业阅读书目  



1．维尔纳•弗卢梅著．迟颖译．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13． 

2．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休•柯林斯著．郭小莉译．规制合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 

5．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商法学编写组．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7．赵旭东．公司法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8．刘俊海．现代公司法（第三版上下册）．法律出版社，2015． 

9．邹海林．保险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0．吴汉东．知识产权精要：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法律出版社，2017． 



来华留学生经济法学博士课程设置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经济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7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4 学分  

公共课  6 学分  

基础课  6 学分  

专业课  3 学分 

必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选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

否

学

位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备

注 

公共课 

W1641501 高级商务汉语（Ⅰ） 是 是 2.0 32.0 秋  

W1641502 高级商务汉语（Ⅱ） 是 是 2.0 32.0 春  

W1641503 中国概况 是 是 2.0 32.0 春  

基础课 

04146043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

(Ⅰ) 
是  是  3.0 48.0 秋   

04146044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

(Ⅱ) 
是  是  3.0 48.0 春   

专

业

课 

必

修

模

块 

04146008 经济法前沿专题  是  否  1.0 16.0 春   

04146012 学术前沿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0 32.0 春   

选

修

模

块 

04146005 法理学与比较法专题  否  否  1.0 16.0 秋   

04146006 国际投资法专题  否  否  1.0 16.0 春   

0414601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秋   

04146011 国际经济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秋   

04146045 刑法前沿  否  否  1.0 16.0 秋   

04146046 民商法前沿问题  否  否  3.0 48.0 
秋   

04146047 诉讼法学理论前沿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04146048 比较宪法  否  否  1.0 16.0 
秋   

0414604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  否  否  1.0 16.0 
春   

L0414605 
国际公法热点问题与研究方

法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专业阅读书目  

1．霍温坎普著．许光耀，江山，王晨等译．联邦反托拉斯政策．法律出版社，2010． 



2．毕晓普著．董红霞译．欧盟竞争法的经济学：概念、应用与测量．人民出版社，2016． 

3．马西莫•莫塔著．沈国华译．竞争政策——理论与实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4．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Basic 

Books, 1978. 

5．Robert Pitofksy. How the Chicago School Overshot the Mark: The Effect of Conservative Economic 

Analysis on U.S. Antitru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来华留学生国际法学博士课程设置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3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9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4 学分  

公共课  6 学分  

基础课  6 学分  

专业课  3 学分 

必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选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

否

学

位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备

注 

公共课 

W1641501 高级商务汉语（Ⅰ） 是 是 2.0 32.0 秋  

W1641502 高级商务汉语（Ⅱ） 是 是 2.0 32.0 春  

W1641503 中国概况 是 是 2.0 32.0 春  

基础课 

04146043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

(Ⅰ) 
是  是  3.0 48.0 秋   

04146044 
法学工作坊和法学前沿专题

(Ⅱ) 
是  是  3.0 48.0 春   

专

业

课 

必

修

模

块 

04146006 国际投资法专题  是  否  1.0 16.0 春   

0414601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是  否  2.0 32.0 秋   

选

修

模

块 

04146011 国际经济法专题  是  否  2.0 32.0 秋   

04146012 学术前沿与论文写作  是  否  2.0 32.0 春   

04146005 法理学与比较法专题  否  否  1.0 16.0 秋   

04146008 经济法前沿专题  否  否  1.0 16.0 春   

04146045 刑法前沿  否  否  1.0 16.0 秋   

04146046 民商法前沿问题  否  否  3.0 48.0 秋   

04146047 诉讼法学理论前沿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04146048 比较宪法  否  否  1.0 16.0 秋   

0414604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  否  否  1.0 16.0 
春   

L0414604 国际法律与治理文献研讨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L0414605 
国际公法热点问题与研究方

法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专业阅读书目  

教材：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 4 版）．法律出版社，2014． 

2．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公法学（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经济法学（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4．韩德培．国际私法（第 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英]詹宁斯•瓦茨．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6．[美]卡特•韦纳．冯洁菡译．国际法．商务印书馆，2015． 

7．GebhardBucheler. Proportionality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8．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9．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Joana Tudor.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Standard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Foreign 

Inves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Santiago Mont. State Liability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Global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and BIT Generation.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2009. 



来华留学生民商法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了解中国、中文流利、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胜任力，民商法学基础理论扎实、

比较法和涉外经贸知识广博，在民商法学的一个或数个专门领域具备相应能力、适应中外法

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法律专才。 

二、专业要求 

1. 熟悉并理解中国国情，熟练掌握中文； 

   2. 系统地掌握民商法学及其各主要部门的理论知识，并对其中一个或数个部门法有深

入研究。 

  2. 熟练阅读中文专业文献并准确透彻地理解其内容；能用中文撰写和翻译法律文本，

并流畅地进行口头上的交流和翻译；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胜任涉外法律工作。 

  3.具备跨文化专业交流能力和全球胜任力。 

三、研究方向 

1. 民法学 

2. 商法学 

3. 知识产权法学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学科各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两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

学习年限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学历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学分要求 

本学科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修课程。

本专业各方向硕士研究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0 学分，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

分替代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环节要求 

学生应进行文献阅读和听取法学专题讲座。法学专题讲座由导师或者校外专家讲授，旨

在使学生有机会听取法学院导师或法学院聘请的权威学者、著名人物、资深法官和在重要部

门任职的政府官员就重要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学术前沿问题、社会热点

问题以及其他在一般的课堂教学中难以了解和把握的问题）进行的讲座。 

七、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2）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3）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

照我校研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学科各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八、课程设置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留学生民商法学学术型硕士课程设置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3 

学科专业名称：民商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5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0 学分  

公共课  6 学分  

基础课  6 学分  

专业课  3 学分 

必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选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

否

学

位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备

注 

公共课 

W1641501 高级商务汉语（Ⅰ） 是 是 2.0 32.0 秋  

W1641502 高级商务汉语（Ⅱ） 是 是 2.0 32.0 春  

W1641503 中国概况 是 是 2.0 32.0 春  

基础课 

04145103 物权法  是  是  1.0 16.0 秋   

04145104 中国侵权法  是  是  1.0 16.0 春  
考

试  

04145105 中国合同法  是  是  1.0 16.0 春  
考

试  

04145109 人格权法  是  是  1.0 16.0 秋  
考

试  

04145110 债权法  是  是  2.0 32.0 秋   

专

业

课 

必

修

模

块 

04145101 民法总论  是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106 知识产权法原理  是  否  1.0 16.0 春   

04145202 商法学专题  是  否  1.0 16.0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0 16.0 春  
考

试  

选

修

模

块 

04145102 担保法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107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0 32.0 秋   



04145108 典型合同专题  否  否  1.0 16.0 春   

04145113 合同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秋   

04145114 民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0 32.0 秋   

04145114 合同法疑难案例研习  否  否  1.0 16.0 秋  
考

试  

04145201 证券法  否  否  2.0 32.0 春   

04145203 公司融资法  否  否  2.0 32.0 春   

04145204 公司投资法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04145114 合同法疑难案例研习  否  否  1.0 16.0 秋  
考

试  

04145205 公司并购法  否  否  2.0 32.0 春   

04145206 金融法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207 法律与金融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04145208 保险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秋   

04145209 网络法原理与实务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04145211 仲裁法律理论与实务专题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212 公司治理法律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04145213 商事仲裁实务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L0414552 知识产权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L0414556 金融衍生品法律与实务专题  否  否  1.0 16.0 春  
考

查  

L0414557 
中国资本市场前沿法律问题

研究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L0414558 金融审判实务  否  否  1.0 16.0 春  考



试  

L0414566 信托法原理  否  否  1.0 16.0 秋  
考

试  

专业阅读书目  

1．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 

3．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 

5．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五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9．崔建远．债权：借鉴与发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0．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陈爱娥译．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4． 



来华留学生经济法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了解中国、中文流利、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胜任力、经济法学基础理论扎实、

比较法和涉外经贸知识广博、在经济法学的一个或数个专门领域具备相应能力、适应中外法

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法律专才。 

 

二、专业要求 

1. 熟悉并理解中国国情，熟练掌握中文。 

2. 系统掌握经济法学及其各主要部门的理论知识，对其中一个或数个部门法有深入的

研究。 

  2. 熟练阅读中文专业资料并准确透彻地理解其内容；能用中文撰写和翻译法律文本，

并能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胜任涉外法律工作。 

  3.具备跨文化专业交流能力和全球胜任力。 

三、研究方向 

1. 比较经济法 

2. 竞争法 

3. 金融法 

4. 税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学科各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两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

学习年限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学历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学分要求 

本学科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修课程。

本专业各方向硕士研究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0 学分，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

分替代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环节要求 

学生应进行文献阅读和听取法学专题讲座。法学专题讲座由导师或者校外专家讲授，旨

在使学生有机会听取法学院导师或法学院聘请的权威学者、著名人物、资深法官和在重要部

门任职的政府官员就重要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学术前沿问题、社会热点

问题以及其他在一般的课堂教学中难以了解和把握的问题）进行的讲座。 

七、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2）符合学校学籍

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3）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

照我校研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学科各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八、课程设置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留学生经济法学学术型硕士课程设置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1  

学科专业名称：经济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7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0 学分  

公共课  6 学分  

基础课  6 学分  

专业课  4 学分 

必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选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

否

学

位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备

注 

公共课 

W1641501 高级商务汉语（Ⅰ） 是 是 2.0 32.0 秋  

W1641502 高级商务汉语（Ⅱ） 是 是 2.0 32.0 春  

W1641503 中国概况 是 是 2.0 32.0 春  

基础课 

04145301 竞争法实务  是  是  2.0 32.0 春   

0414530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是  是  1.0 16.0 春   

04145303 宏观调控法专题  是  是  1.0 16.0 秋   

04145305 税法原理  是  是  2.0 32.0 春   

专

业

课 

必

修

模

块 

04145304 产品质量与安全法专题  是  否  1.0 16.0 春  
考

查  

04145306 经济法专题  是  否  2.0 32.0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0 16.0 春  
考

试  

选

修

模

块 

04145307 劳动法前沿问题与实务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308 信托与基金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04145309 竞争法经典文献选读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04145310 法律经典案例分析  否  否  2.0 32.0 春  
考

查  



L0414569 版权与反垄断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专业阅读书目  

1．曼昆著．梁小民，梁砾译．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霍温坎普著．许光耀，江山，王晨译．联邦反托拉斯政策．法律出版社，2010． 

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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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黄勇，董灵．反垄断法经典判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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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玫．银行法（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7．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8．梁清华．私募边界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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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毕晓普，沃克著．董红霞译．欧盟竞争法的经济学：概念，应用和测量．人民出版社，2016． 



来华留学生国际法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了解中国、中文流利、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胜任力、国际法学基础理论扎实、

比较法和涉外经贸知识广博、在国际法学的一个或数个专门领域具备相应能力、适应中外法

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法律专才。 

二、专业要求 

1.熟悉并理解中国国情，熟练掌握中文。  

2. 系统掌握国际法学及其各主要部门的理论知识，并对其中一个或数个部门法有深入

的研究。 

  3. 熟练阅读中文专业资料并准确透彻理解其内容；能用中文撰写和翻译法律文本，并

流畅地进行口头交流和翻译；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胜任涉外法律工作。 

  4. 具备跨文化专业交流能力和全球胜任力。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经济法 

2. 国际商法 

3. 国际公法 

4. 国际私法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学科各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两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

学习年限等的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学历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学分要求 

本学科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修课程。

本专业各方向硕士研究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0 学分，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

分替代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环节要求 

学生应进行文献阅读和听取法学专题讲座。 

七、毕业条件与学位授予 

  1. 本专业硕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2）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3）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

照我校研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学科各专业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八、课程设置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留学生国际法学学术型硕士课程设置计划 

 

学院：法学院 适用年级： 2021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法学 学科专业代码：030109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30 学分  

公共课  6 学分  

基础课  7 学分  

专业课  3 学分 

必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选修模块  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备

注 

公共课 

W1641501 高级商务汉语（Ⅰ） 是 是 2.0 32.0 秋  

W1641502 高级商务汉语（Ⅱ） 是 是 2.0 32.0 春  

W1641503 中国概况 是 是 2.0 32.0 春  

基础课 

04145007 国际公法前沿问题  是  是  2.0 32.0 秋   

04145008 国际经济法前沿问题  是  是  2.0 32.0 秋   

04145011 国际商法理论与实务  是  是  3.0 48.0 秋   

专

业

课 

必

修

模

块 

04145010 WTO 法精要  是  否  2.0 32.0 秋   

04145601 论文写作方法  是  否  1.0 16.0 春  
考

试  

选

修

模

块 

04145001 比较商事组织法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04145003 比较侵权法  否  否  2.0 32.0 秋   

04145004 国际金融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春  
考

查  

04145006 国际货物买卖法专题研究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04145009 美国国际货物买卖法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012 国际税法  否  否  1.0 16.0 春  
考

查  

04145013 普通法精要  否  否  2.0 32.0 秋   



04145014 WTO 争端解决制度与实务  否  否  2.0 32.0 秋   

04145015 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  否  否  2.0 32.0 春   

04145016 海商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020 国际商事仲裁法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04145021 国际投资协定研究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04145022 国际商事统一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023 涉外法律文书写作  否  否  3.0 48.0 秋   

04145024 涉外法律检索  否  否  2.0 32.0 秋   

04145025 涉外法律谈判  否  否  2.0 32.0 春   

04145026 涉外模拟法庭训练  否  否  3.0 48.0 春   

04145027 
国际商事法律：仲裁法理论

与实务  
否  否  2.0 32.0 春   

04145028 
国际商事法律：英国合约法

理论与实务  
否  否  2.0 32.0 秋   

04145029 英国知识产权法案例选读  否  否  2.0 32.0 春   

04145030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及实务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031 国际经济政策与法律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04145033 国际商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L0414525 英美法案例研习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L0414541 美国民事侵权责任法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L0414553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务与

训练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L0414559 国际商事法律：证据法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L0414560 普通法系司法制度  否  否  2.0 32.0 春  
考

查  

L0414561 美国对外贸易法专题  否  否  2.0 32.0 春  
考

试  

L0414567 海商海事理论与前沿问题  否  否  2.0 32.0 秋  
考

试  

L0414570 国际知识产权法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L0414604 国际法律与治理文献研讨  否  否  2.0 32.0 秋  
考

查  

专业阅读书目  

1．马尔科姆•N•肖著．白桂梅等译．国际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阿瑟•努斯鲍姆著．张小平译．简明国际法史．法律出版社，2011． 

3．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4．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4． 

5．克利夫•M•施米托夫，卡罗尔•默里等著．冷柏军译．施米托夫论出口贸易：国际贸易法律与实务（第

11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6．唐应茂．国际金融法：跨境融资和法律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廖益新．国际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司玉琢．海商法专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9．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0．赵旭东．公司法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11．韩龙．国际金融法前沿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