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法学院

法学(0301)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从 2021 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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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各部门法及实践技能；对交叉学科及边缘学

科的理论知识有所涉猎，能够综合运用法学方法论、社会实践调研等跨学

科方法。

二、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

坚持学术型导向，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使博士生成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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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热爱

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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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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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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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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博士生学制为 4 年。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者，须按学籍管理

的有关规定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学校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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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未按规定时间提

出申请，或申请未获批准而超期者，视为自动失去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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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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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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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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基本法是以“一国两制”与港澳基本法的理论和实践为研究对象

和研究内容，并以从法律角度落实“一国两制”政治实践、探寻“一国两

制”运行规律、保证“一国两制”正确实施为宗旨的一门法学学科。包括

基本法基础理论、港澳政治体制、港澳立法、港澳司法体制与区际司法协

助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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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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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位

博士研究生都必须成立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应由该生的导师为组长，另

有 3-5 名本专业或相关学科专业的专家组成。

博士研究生导师应全面关心和指导研究生的成长。指导小组成员协助

导师，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制定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并督促

检查其实施；（2）对博士研究生进行政治思想、学风、品德等方面的教育；

（3）指导和检查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

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导师和指导小

组可采取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一）学分要求

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规定》, 法学博士总学分不少于 20

学分。

1. 必修课程 20 学分

（1）公共必修课 8学分，其中政治理论课 3学分，第一外国语 5学分；

（2）专业基础课 5学分；

（3）专业课 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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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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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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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xism of China and Contemporary

World

36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MAR700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Marx,Engels and

Lenin’s Classics

18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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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7153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Academic Standards and Essay Writing
18 1 任强

LAW5167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36 2 杨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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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le of Legislative Science

Research

72 4
刘 忠

导师组

LAW7151
港澳基本法

Hong Kong and Macao Basic Laws
54 3

郭天武

导师组

专
业
方
向

LAW7142
法学理论专题

Theme of Legal Theory
54 3

徐忠明

导师组

LAW7143
行政法专题

Topics on administrative law
54 3

刘 恒

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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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LAW7144

刑法学专题

Theme of Criminal Law
54 3

聂立泽

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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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7152

香港基本法司法判例研究

Judicial Precedent of Hong Kong Basic

Law

54 3
郭天武

导师组

七、培养环节与要求

（一）课程考核

课程学习环节应按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要求进行成绩考核，考核方式

分考试和考查。学位课程必须合格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二）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一般在第二学年秋季学期进行，内容包括思想品德、课程学

习、身心健康、开题报告等方面。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写作

阶段。有特殊原因者，经导师和院系批准可延至第三学年秋季学期进行。

开题报告一般应由博士生指导小组负责审定，指导小组要严格把关，

并提出修改、补充和调整的建议。开题报告时间不少于 40分钟。

若第一次开题报告未能通过，可在 1 年内重新开题一次，中期考核时

间相应顺延，但必须在第三学年完成。

（三）预答辩

博士论文应在正式答辩前两个月进行预答辩，经三位或三位以上导师

组成员同意方可通过。预答辩不少于 40分钟。

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前，应按入学当年《法学院博士生申请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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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标准》的要求发表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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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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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先进性，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能够做出创造性成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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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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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梳理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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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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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限期修改后，仍未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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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论文评阅人应为校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本领域高水平专家，



—9—

每篇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一般为 3 名。学位论文经评阅人评审认为达到与

申请学位相应的学术水平，可以提交答辩时，学院为其组织答辩委员会。

论文评阅人不得成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７人组成，其中校外专家 2-3 名，答辩委员会名

单由院系主管领导、教研室及指导教师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协商提出，

由学院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审定后，报研究生院学位办公

室审批。

（三）学位授予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完成博士学位的课程学习和考试成绩合格，

并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可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得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十、必读和选读书目

（一）法学理论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或出版社
必读或

选读

1 法理学（第二版） 张文显、信春鹰

2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 1卷
马克思

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马克思

4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马克思、思格斯

5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卷
马克思，思格斯

6 家庭，私有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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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民主主义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

克思的发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卷
马克思

8 《邓小平文选》中有关民主法制建设的文章

9
中共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大、十九大报

告

10 《法的实现——法的一种社会学分析》 黄建武

11 《法理学》
黄建武、邓伟平、彭娟

编

12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马作武

13 《法理学》 沈宗灵

14 《比较法总论》 沈宗灵

15
《比较法的新动向——国际比较法学会议论

文集》
沈宗灵

16 《现代西方法理学》 沈宗灵

17 《法理学》 孙国华、朱景文

18 《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 张国华主编

19 《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

20 《法理学》 张文显

21 《法哲学范畴研究》 张文显

22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 张文显

23 《立法学》 周旺生

24 《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 朱景文

25 《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 [美]艾伦·沃森

26 《法律的博弈分析》 [美]拜尔（等）

27 《人类行为的理性分析》 [美]贝克尔

28 《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 [美]本杰明·卡多佐

29 《罗马法教科书》 [意]彼德罗·彭梵得

30 《法律与宗教》 [美]伯尔曼

31 《法律与革命》 [美]伯尔曼

32 《法律篇》 ［古希腊］柏拉图

33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英]波普尔

34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英]波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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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法理学问题》 [美]波斯纳

36 《同意的计算》 [美]布坎南，塔洛克

37 《自由、市场与国家》 [美]布坎南

38 《法律的正当程序》 [英]丹宁勋爵

39 《法律帝国》 [美]德沃金

40 《认真对待权利》 [美]德沃金

41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美]E·博登海默

42 《原始人的法》 [美]E.霍贝尔

43 《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 [美]弗里德曼

44 《法律、立法与自由》 [英]哈耶克

45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英]哈耶克

46 《法律的概念》 [英]哈特

47 《法哲学原理》 [德]黑格尔

48 《福利经济学》 [澳]黄有光

49 《利维坦》 [英]霍布斯

50 《比较法总论》
[德]K.茨威格特,H.克茨

著

51 《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 [德]K.茨威格特主编

52 《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 [奥]凯尔森

53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德]康德

54 《法律哲学》 [德]考夫曼

55 《企业、市场与法律》 [英]科斯

56 《法律社会学导论》 [英]科特威尔

57 《法和经济学》 [美]库特·尤伦

58 《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 [法]勒内·达维德

59 《社会契约论》 [法]卢梭

60 《正义论》 [美]罗尔斯

61 《政府论》 [英]洛克

62 《西方哲学史》 [英]罗素

63 《联邦党人文集》 [美]麦迪逊（等）

64 《古代法》 [英]梅因

65 《论法的精神》 [法]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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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公共选择》 [美]缪勒

67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美]诺齐克

68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美]诺斯

69 《法律史解释》 [美]庞德

70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美]庞德

71 《法律与道德》 [美]庞德

72 《比较制度分析》 [美]青木昌彦

73 《政治学说史》 [美]萨拜因

74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75 《法理学》 [德]魏德士

76 《尼各马可伦理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77 《立法过程》 [日]岩井奉信

78 《法理学的范围》 [英]约翰·奥斯丁

79 Philosophy of Law Conrad Johnson

80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Law Harold J. Berman

（二）法律史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或出版社
必读或

选读

1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

2 《寻找自然秩序中的和谐》 梁治平

3 《中国法制史》（10卷本） 张晋藩

4 《比较法律文化》 [美]埃尔曼

5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张中秋

6 《当代主要法律体系》 [法]达维德

7 《比较法总论》 [德]茨威格特、克茨

8 《法律与革命》 [美]伯尔曼

9 《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 梁治平

10 《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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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下） 群众出版社

12 《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 范忠信

13
《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

法》
戴东雄

14 《明大诰研究》 杨一凡

15 《明初重典考》 杨一凡

16 《唐律研究》 钱大群

17 《儒家法思想通论》 俞荣根

18 《清代法律制度研究》 郑秦

19 《宋代法制初探》 戴建国

20 《道统与法统》 俞荣根

21 《中国法学史》（上、下） 何勤华

22 《清代宗族法研究》 朱勇

23 《明清法制初探》 怀效锋

24 《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 陈景良

25 《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 杨鸿烈

26 《教会法研究》 彭小瑜

27 《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 高鸿钧

28 《当代伊斯兰教法》 吴云贵

29 《中国家族法原理》 [日]滋贺秀三著

30
《清代法制导论——从社会学角度加以

分析》
[英]S·斯普林克尔

31 《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布迪、C·莫里

斯

32 《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

33 《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高道蕴

34 《英宪精义》 [英]戴雪

35 《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 [美]E·A·霍贝尔

36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 [日]滋贺秀山

37 《罗马法史》 [意]朱塞佩·格罗索

38 《罗马法概论》 [英]巴里·尼古拉斯

39 《美国法律史》 [美]伯纳德·施瓦茨

40 《欧陆法律发达史》 [美]孟罗·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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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法律发达史》 [美]莫理斯

42 《大陆法系》（第二版）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

43 《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 [美]艾伦·沃森

44 《世界法系概览》（上、下） [美]约翰·H·威格摩尔

45 《美国法的变迁》 霍维茨

46
《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

成与变迁》
[德]罗尔夫.克尼佩尔

47 《古代法》 [英]梅因

48 《论法的精神》 [法]孟德斯鸠

49 《普通法的精神》 [美]庞德

50 《普通法的历史基础》 [英]密尔松

51 《英国普通法的诞生》 范.卡内冈

52 《英国普通法的形成》 [英]约翰·哈德森

53 《制定法时代的普通法》 [美]盖多·卡拉布雷西

54
《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训诫》、

《法律的界碑》
[英]丹宁勋爵著

55 《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 [法]勒内·达维

56 《司法过程的性质》 卡多佐

57 《正当法律程序简史》 [美]约翰·V·奥尔特

58 《审判的历史》 [英]萨达卡特·卡德里

59 《中国历代名案》（上、中、下） 辛子牛

60 《刑案汇览三编》 （清）祝庆祺等编

61
《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上，

下）

[美]保罗·布莱斯特、桑

福·列文森、杰克·巴尔

金、阿基尔·阿玛

62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个司法

大案》
任东来

63 《大法官的智慧》 邓冰、杨益群编译

64 《英美判例百选》 [日]藤仓皓一郎

65
《宪法的精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200年

经典判例选读》

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

究中心编

66 《中国通史》 白寿彝总主编

67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侯外庐

68 《西周史》（增订本）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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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中国封建社会》 瞿同祖

70 《清代地方政府》 瞿同祖

71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王亚南

72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比]亨利·皮朗

73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美]汤普逊

74 《英国封建社会研究》 马克垚

75 《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马克垚

76 《封建社会》 [法]马克•布洛赫

77 《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 [德]罗曼.赫尔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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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w Philp S.James

85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Peter Stein

86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2nd ed
F. Pollock & F. W.

Maitland

87 A Concise History of common Law Plucknett

88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Pollock and Maitland

89
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

3 vols
J.H.Wigmore

90
English Law and French Law: A

Comparison in Substance
R.David

91 The Forms of Action at Common Law F.W.Maitland

92 The Evolution of Law Alan Watson
93 The Making of the Civil Law Alan Watson
94 French Legal Method Eva Steiner

95 Introduction to French Law
Walter Cairns & Robert

Mckeon
96 Toward an Islamic Reformation A.A. Ah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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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The Judiciary,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tenth edition)

Henry. J. Abraham

（三）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或出版社
必读或

选读

1 《宪法学》（第二版） 胡云腾、胡锦光、李林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第二版）
应松年、姜明安、

马怀德

3 《行政法》 [英]威廉·韦德

4 《行政法》 [美]施瓦茨

5 《联邦党人文集》 [美]汉密尔顿等

6 《中国宪法参考资料选编》 许崇德主编

7 《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上、下） [法]莫里斯·奥里乌

8 《行政法学总论》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

9 《日本行政法》 [日]南博方

10 《英国行政法》 王名扬

11 《法国行政法》 王名扬

12 《美国行政法》 王名扬

13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龚祥瑞主编

14 《比较行政法》 张正钊、韩大元

（四）刑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或出版社
必读或

选读

刑法学（上册·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贾宇主编

刑法学（下册·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贾宇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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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法学原理》（共三卷）
高铭暄

2 《犯罪通论》
马克昌

3 《刑罚通论》
马克昌

4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 高铭暄

5 《新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 高铭暄、王作富主编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 高铭暄

7 《刑法学》 王仲兴

8 《中外刑法比较研究》 杨鸿

9 《刑法哲学》 陈兴良

10 《犯罪构成论》 樊凤林主编

11 《犯罪构成系统论》 何秉松主编

12 《论犯罪与刑罚》 [意]贝卡利亚

13 《犯罪构成的一般理论》 [苏]特拉依宁

14 《刑法哲学》
[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

15 《犯罪学》 储槐植、许章润

16 《犯罪学通论》（第二版） 康树华主编

17 《犯罪学》 [意]加罗法洛

18 《犯罪学与刑罚学》 [意]菲林

19 《犯罪学》 [德]汉斯.约阿希姆.施
奈德

20 《犯罪学导论》 哈罗德.J.维特、小杰克.
赖特

21 《犯罪学》 [苏]B.K茨维尔布利、

H.库兹捏佐娃、M.明科

夫斯基

22 《犯罪学引论》 肖剑鸣、皮艺军主编

23 《比较法总论》 沈宗灵

24 《比较法总论》 [德]K.茨魏格特，H.克
茨

25 《中国刑法简史》
宁汉林、魏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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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商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或出版社
必读或

选读

1 《民法总论》 梁慧星

2 《中国物权法研究（上、下）》 梁慧星

3 《民商法论丛》（各卷） 梁慧星

4 《民法解释学》（修订版） 梁慧星

5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一、二）》 梁慧星

6 《民法新论（上、下）》 王利明

7 《合同法新论（上、下）》 王利明

8 《民商法研究（1-4）》 王利明

9 《违约责任论》（修订版） 王利明

10 《民法学》 江平

11 《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 江平

12 《法人制度论》 江平

13 《中国民法学》 陶希晋

14 《民法原理》 佟柔

15 《罗马法原论》 周 木丹

16 《中国民法史》 孔庆明

17 《中国侵权行为法（第二版）》 张新宝

18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王泽鉴

19 《中国商事法》 王保树

20 《中国商法总论》 董安生

21 《英国商法》 董安生

22 《比较商法导论》 任先行、周林彬

23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 徐国栋

24 《法国物权法》 尹田

25 《民法总则》 郑玉波

26 《物权法论》 史尚宽

27 《债法总论》 史尚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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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债法各论》 史尚宽

29 《物权法新论》 周林彬

30 《民事诉讼法学原理》 江伟

31 《诉讼法论丛》（各卷） 陈光中、江伟主编

32 The law of contract,5th Ed London1979

33 Corbin on contract
West Publishing

Co.1952

34 The law of torts,4th Ed Fleming

35 《民法总则》 北川善太郎

36 《民法 I》 内田贵

37 《要说民法总则》 三和一博、平井宜雄

（六）诉讼法学

序号 著述 作者 备注

1 《刑事诉讼法学》 陈光中主编

2 《刑事诉讼法学》 徐静村主编

3 《刑事诉讼法学》 龙宗智、杨建广主编

4 《刑事诉讼法》 陈卫东主编

5 《刑事诉讼法》 林钰雄

6 《民事诉讼法》 江伟主编

7 《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

[美]爱伦・豪切斯、泰

勒・斯黛丽、南希・弗

兰克

8 《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 [美]约书亚·德雷斯勒

9 《英国刑事诉讼程序》 [英]约翰·斯普莱克

10 《法国刑事诉讼法》 [法]贝尔纳·布洛克

11 《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

等

12 《刑事诉讼法》 [德]克劳斯·罗科信

13 《德国刑事诉讼程序》 [德]托马斯·魏根特

14 《刑事诉讼法》 [日]田口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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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本刑事诉讼法》 [日]松尾浩也

16
《国家与司法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

野中的法律程序》

[美]米尔伊安·R·达玛

什卡

17 《漂移的证据法》
[美]米尔建·R·达玛

斯卡

18 《比较视野中的证据制度》
[美]米尔建·R·达玛

斯卡

19 《刑事诉讼的中国图景》 左卫民

20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 陈瑞华

21 《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 龙宗智

22 《刑事诉讼判例研究》 杨建广

23 《保释制度研究》 郭天武

24 《刑事审判对象理论》 谢进杰

25 《民事诉讼主体论》 蔡彦敏

26 《法国民事诉讼程序的起源》 [法]格拉松

27
《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

构》
王亚新

28 《诉讼架构与程式》 张卫平

29 《行政救济制度研究》 刘恒

30 《法哲学原理》 [德]黑格尔

31 《论法的精神》 [法]孟德斯鸠

32 《正义论》 [美]约翰·罗尔斯

33 《论犯罪与刑罚》 [意]切萨雷·贝卡里亚

34 《规训与惩戒——监狱的诞生》 [法]米歇尔·福柯

35 《洞穴奇案》 [美]彼得·萨伯

36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

成》
[美]哈罗德·J·伯尔曼

37 《法律的经济分析》 [美]理查德·A·波斯纳

38 《法律的正当程序》 [英]丹宁勋爵

39 《自由秩序原理》
[英]弗里德利希・冯・

哈耶克

40 《司法过程的性质》 [美]本杰明·卡多佐

41
《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美国历史上的

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
[美]基斯·威廷顿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格拉松&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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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司法裁

判》

[美]罗伯特·邦纳、格

特鲁德·史密斯

43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美]迈克尔·桑德尔编

著

44 《中世纪神判》 [英]罗伯特·巴特莱特

45 《法官如何思考》 [美]查理德·波斯纳

46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

度模型》

[美]杰弗瑞·A.西格尔、

哈罗德·J.斯皮斯

47
《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

实》
[美]杰罗姆·弗兰克

48
《法官的裁判之道——以社会心理学视

角探析》
[美]劳伦斯·鲍姆

49
《法官如何行为：理性选择的理论和经

验研究》
[美]李·爱泼斯坦等

50
《陪审员的内心世界——陪审员裁决过

程的心理分析》
[美]里德·黑斯蒂主编

51
《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

析》
[美]马丁·夏皮罗

52 《纠纷解决》
[美]斯帝芬.B.戈尔德

堡等

53 《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 [日]棚濑孝雄

54 《刑事制裁的界限》 [美]哈伯特 L.帕克

55 《刑事诉讼革命的失败》 [美]克雷格·布拉德利

56 《刑事诉讼的目的》 [日]田口守一

57 《宪法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
[美]阿希尔·里德·阿

马

58
《公正的审判：美国历史上刑事被告的

权利》
[美]戴维·J.博登海默

59
《争鸣与思辨：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文

选译》
虞平、郭志媛编译

60 《警察审讯与美国刑事司法》 [美]理查德•A.利奥

61
《法国刑事司法：侦查与起诉的比较研

究》
[法]杰奎琳•霍奇森

62
《日本刑事司法的语境与特色(以检察

起诉为例)》
[美]戴维·T.约翰逊

63 《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 [美]乔治·费希尔

64
《陪审制度与辩诉交易：一部真实的历

史》

[美]麦高维, 切斯

特·米尔斯基

65 《对抗式刑事审判的起源》 [美]兰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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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

根基》
[美]詹姆士.Q.惠特曼

67 《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 [美]拉里·劳丹

68
《公正审判：欧洲刑事诉讼传统与欧洲

人权法院》
[瑞士]萨拉·萨默斯

69
《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刑事

审判中的真相与谎言》

[英]亚历克斯·麦克布

赖德

70 《最好的辩护》 [美]艾伦·德肖维茨

71
《刑事辩护的技术与伦理：刑事辩护的

心境、技巧和体魄》
[日]佐藤博史

72 《外国刑事司法实证研究》 何挺等编译

73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

74
《现实与理想：关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思

考》
左卫民

75
《中国刑事诉讼运作机制实证研究（系

列）》
左卫民等

76 《程序性制裁理论》 陈瑞华

77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陈瑞华

78 《相对合理主义》 龙宗智

79 《刑事庭审制度研究》 龙宗智

80 《刑事诉讼构造论》 李心鉴

81 《转变中的刑事诉讼法学》 熊秋红

82 《诉讼认识论纲》 吴宏耀

83
《形式与神韵：基督教良心与宪政、刑

事诉讼》
佀化强

84 《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 张军、姜伟、田文昌

85
《无罪的程序治理——无罪命题在中国

的艰难展开》
谢进杰

86 《法治构图》 季卫东

87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

究》
苏力

88
《中国基层司法财政变迁实证研究

（1949－2008）》
左卫民等

89
《法院执行为什么难:转型国家中的政

府、市场与法院》
唐应茂

90
《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

的视角》
徐忠明

91 《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 左卫民、周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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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最高法院研究》 左卫民等

93 《跨国视角下的检察官》
[美]艾瑞克·卢拉、[英]

玛丽安·L. 韦德主编

94 《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 孙谦主编

95 《社会变迁与警察文化的嬗变》 [英]贝珊·洛夫特斯

96 《警察与政治》 [英]罗伯特·雷纳

97 《犯罪控制工业化》
[挪威]尼尔斯·克里斯

蒂

98 《受审判的监狱》 [挪威]托马斯·马蒂森

99 《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 [美]安索尼·T.克罗曼

100 《律师与正义：一个伦理学研究》 [美]戴维·鲁本

101
《律师与社会：美德两国法律职业比较

研究》

[美]迪特里希·鲁施迈

耶

102 《律师、国家与市场：职业主义再探》 [英]杰拉尔德·汉隆

103 《失落的城邦：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变迁》 刘思达

104 《正义/司法的经济学》 [美]查理德·波斯纳

105
《失败启示录——刑事司法改革的美国

故事》

[美]格雷格·伯曼奥布

里·福克斯

106
《程序即是惩罚:基层刑事法院的案件

处理》
[美]马尔科姆·M.菲利

107
《试点与改革：完善司法制度的实证研

究方法》
[美]帕森斯等

108 《法律论证与证据》 [美]道格拉斯·沃尔顿

109 《证据法的经济分析》 [美]理查德·A.波斯纳

110 《证据法学反思：跨学科视角的转型》
[美]罗杰·帕克、迈克

尔·萨克斯

111
《证据解释——庭审过程中科学证据的

评价》
[美]伯纳德·罗伯逊等

112 《科学证据与法律的平等保护》 [美]盎格洛·N·昂舍塔

113 《危机中的民事司法》
阿德里安·A·S 朱克曼

主编

114 《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日]谷口安平

115
《公正底线——刑事司法公正性实证研

究》
白建军

116
《中国的司法改革：制度变迁的路径依

赖与顶层设计》
季卫东等

117 《论私力救济》 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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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 [英]威廉·特文宁

119 《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 林钰雄

120 《刑事证明中的事实研究》 周洪波

121 《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 陈瑞华

12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话语解魅与制度

构筑》
林喜芬

123 《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 王亚新

124
《社会结构对法官裁判的影响：以 1060

个刑事判决为样本》
胡昌明

（七）经济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或出版社
必读或

选读

1 《邓小平文选》第 3卷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

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

中共中央

5
《经济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重点教材）
编写组（张守文等）

6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第二版）
刘俊、叶静漪、

林嘉

7 《经济法》 杨紫烜

8 《经济法原理》 张守文

9 《经济法与政府经济管理》 程信和

10 《法律经济学论纲》 周林彬

11 《合同法总论》 韩世远

12 《加强金融法教学研究之设想》 程信和、曾东红

13 《比较法总论》 沈宗灵

14 《比较法总论》（1984） [德]K.茨威格特，H.克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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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第 1卷，第 17

卷《国家与经济》
K．茨威格特

16 《法和经济学》
[美]罗伯特·考特，托

尔斯·尤伦

17 《经济法概论》（1980） [日]金泽良雄

18 《规制及其改革》 [美]史蒂芬·布雷耶：

19 《牛津规制手册》 [英]罗伯特·鲍德温等

20 《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 [英]安东尼·奥格斯

21 《规制、治理与法律》 [英]科林·斯科特

22
《公司法功能与结构法社会学分析—公

司立法问题研究》
王红一

23 《税法总论》 杨小强

24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英]罗纳德·哈里·科

斯、王宁

25 《管制与市场》 [美]丹尼尔·F.史普博

26
《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原论、总论、

分论）
孔祥俊

27 《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 余劲松

28 《国际贸易法文选》 [英]施米托夫

29 《国际贸易法》 张锦源

30 《美国贸易救济制度》 罗昌发

31 《乌拉圭回合导读》 WTO

32 《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实务》 江前良

33 《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刘星红

34 《国际货币金融法》 王贵国

35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许宁宁

36 The Jurisprudence of GATT & WTO John H. Jackson

37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2nd ed.
RENE DAVID，AND
JOHNE.C.BRIERLEY

38
princip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国际商事合作通则》

UNIDROIT

39 International Law of Export Control Karl M.Meessen

40
Law and Politics of West-East Technology

Transfer
HIROSH OD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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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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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iedrich-Karl Beier and
Gerhard Schricher

42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lganz

Seidl-Hohenveldem

43 The Death of Contract Grant Gilmore

44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ace Philip Wood

45
Title Finance, Securitisantion, Set-off and

Netting
Philip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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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elected Statute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Unfair Competition,
Trademark , Copyright and Patent

Paul Goldstein

（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或出版社
必读或

选读

1 《经济法》 杨紫烜

2 《经济法与政府经济管理》 程信和

3 《经济法总论》 史际春、邓峰

4 《环境资源法》 马骧聪

5 《西方国家环境法》 文伯屏

6 《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 蔡守秋

7 《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 蔡守秋

8 自然资源法 肖国兴、肖乾刚

9 能源法 肖国兴、肖乾刚

10 《宪法与行政法的生态化》 陈泉生、张梓太

11 《环境法原理》 陈泉生

12
《21 世纪法制研究：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

革》
陈泉生

13 《环境法学基础理论》 陈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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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国环境法概论》 王曦

15 《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 王曦

16 《环境权—环境法学的基础研究》 徐祥民、田其云

17 《环境法律责任研究》 张梓太

18 《生态环境法论》 周珂

19
《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

法目的论》
汪劲

20 《环境法新视野》 吕忠梅

21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研究》 李艳芳

22 《俄罗斯生态法》 王树义

23 《经济法的生态化》 李挚萍

24
《环境法的新发展----管制与民主的互

动》
李挚萍

25 《环境权论》 周训芳

26 《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 王明远

27 《生态主义法哲学》 郑少华

28 《外国环境法选编》第一辑（上下册） 赵国青

29 《环境政策与法律》 叶俊荣

30 《环境法总论》 陈慈阳

31
《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

践》
韩志红、阮大强

32 《公益诉讼理念研究》 颜运秋

33 《人与自然关系导论》 黄鼎成、王毅、康晓光

34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理论与机制研

究》

夏光、王凤春、舒庆、

沈晓悦

35 《环境政策创新—环境政策的经济分析》 夏光

36 《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 罗勇、曾晓非

37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 张帆

38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杨云彦

39
《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美国的经验与中

国的前景》
王金南、杨金田、马中

40 《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研究》 王伟中

41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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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手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

43 《环境税的实施战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

44 《发展中国家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

45
《世界无未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

[美]戴维·皮尔斯、杰

瑞米·沃福德

46 《阳光经济—生态的现代战略》 [德]赫尔曼·舍尔著

47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 [美]赫尔曼·E·戴利

48
《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

口禁忌》
[美]加勒特·哈丁

49
《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

产与世代间衡平》

[美]爱蒂丝·布朗·魏

伊丝

5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教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

51
《日本环境法》，载梁慧星主编：《民商

法论丛》第 7 卷
[日]原田尚彦

52 《环境伦理学》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

顿

（九）国际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
必读或

选读

1 《奥本海国际法》 詹宁斯、瓦茨

2 《条约法概论》 李浩培

3 《国际法引论》 王铁崖

4 《国际公法原理》 布朗利

5 《国际组织法》 梁西

6
《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

条第四项法理分析》
黄瑶

7
《国际私法问题专论(研究生教学用

书) 》
韩德培

8 《戴西和莫里斯冲突法》 莫里斯

9 《国际私法学》 谢石松

10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主办

11 《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 李双元、谢石松



—29—

12 《国际私法原理(法学新阶梯)》 肖永平

13 《国际经济法系列专著》（八卷本） 陈安总

14 《国际经济法学专论》（两卷本） 陈安

15 《陈安论国际经济法》（五卷本） 陈安

16 《国际贸易法文选》 施米托夫

17 《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 余劲松

18 《国际经济法概论》（修订版） 姚梅镇

19 《世界贸易组织法》 王贵国

20 《海商法专论》（第四版） 司玉琢

21 国际公法学（第二版）
曾令良、江国青、周忠

海

22 《国际经济法论丛》各卷 陈安

23 《国际经济法学刊》各卷 陈安

24 《中国国际法年刊》 中国国际法学会

25 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

26 《武大国际法评论》 武汉大学法学院

27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Bruno Simma, ed.

28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vol.1,

1992; vol. 2, 1995.
Rudolf Bernhardt, ed.

29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even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Ian Brownlie

30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Sweet and Maxwell, 2004.
David J. Harris

31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lcolm N. Shaw

32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lcolm D. Evans, ed.

33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tonio Cassese

34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rd revise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Ignaz
Seidl-Hohenvel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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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reas F. Lowenfeld

36

The Conflict of Laws, sixth edition, by
David McClean and Kisch Beevers, Sweet

& Maxwell LTD, 2005.
J.H.C. Morris

37 Maritime Law(6th edition) Cristopher Hill

（十）立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或出版社
必读或

选读

1 《立法学》（第三版）
朱力宇、张曙光,中国人

民大学，2009 年

2 《立法学》（第二版）
周旺生，法律出版社，

2009年

3 《立法学教程》
徐向华，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2011年

4 《良法善治：民主·法治与国家治理》
张文显编，法律出版社，

2015年

5
《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

学》

肖蔚云，姜明安编，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0年

6 《法律和社会科学》（2012年第 10卷）
苏力编,法律出版社，

2012年

7 《行政规范研究》
叶必丰、周佑勇，法律出

版社，2002年

8 《行政立法原理与实务》
刘莘，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年

9 《法律规范冲突的选择适用与漏洞填补》
孔祥俊，人民法院出版

社，2004 年

10 《软法的挑战》
罗豪才，毕洪海编，商务

印书馆，2011 年

11 《法治中国：民主法治精神举要》
汪习根，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4年

12 《自主创新与立法保障：比较与借鉴》
陈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3 《高新科技园区立法研究》
陈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4 《地方立法十三讲》
陈公雨，中国法制出版

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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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民族立法与我国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研究》
康耀坤，法律出版社，

2012年

16 《地方立法的过程与方法》
李明璞，湖北人民出版

社，2014 年

17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财政维度》
魏建国，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5年

18 《地方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研究》
周实编，东北大学出版

社，2011 年

19

《地方立法的可持续发展评估：原则、制度

与方法（以北京市地方立法评估制度的构建

为中心）》

汪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20 《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俞荣根，法律出版社，

2013年

21 《地方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研究专论》
刘文忠，法律出版社，

2009年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修订版)
乔晓阳，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2010年

23 《彩票业的政府管制与立法研究》
朱新力，宋华琳，浙江大

学出版社，2007 年

24 《中外立法制度比较研究》
曹海晶，商务印书馆，

2004年

25 《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
[美]布雷耶，宋华琳译，

法律出版社，2009年

26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边沁，时殷弘译，商务印

书馆，2000年

27 《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
霍布斯，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

28
《比较法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原则、法律文化

和法律移植》

雷安军，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14年

29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

史蒂芬·霍尔姆斯等著，

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1年

30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

［美］罗伯特·基欧汉、

悉尼·维巴，陈硕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31 《社会研究方法》（第 11版）
［美］巴比,邱泽奇译，

华夏出版社，2009年

32 《罗伯特议事规则》（第 10版）

[美]亨利·罗伯特，袁天

鹏，孙涤译，格致出版社，

2008 年

http://book.jd.com/writer/%E5%91%A8%E5%AE%9E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5%91%A8%E5%AE%9E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6%A0%BC%E8%87%B4%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6%A0%BC%E8%87%B4%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6%A0%BC%E8%87%B4%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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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事故的成本》

[美］盖多·卡拉布雷西

著，毕竞悦，陈敏，宋小

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34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

民党的组织形态》

王奇生，华文出版社

2010 年版

35 《统治史》（三卷）

[英]塞缪尔·E·芬纳著，

马百亮等译，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4 版。

36
《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三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

37

《彭真传》（第四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

版
《彭真年谱》（第五卷）

38
《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建设》

王汉斌，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 2012 年 1月第 1版

39 《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立法见证》
顾昂然，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40
《立法札记——关于我国部分法律制定情

况的介绍（1982－2002）》

顾昂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41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美]詹姆斯·麦迪逊：，

尹宣，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

42 《联邦论》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

顿、詹姆斯·麦迪逊、约

翰·杰伊，尹宣译，译林

出版社 2010年版

43 《哲学研究》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

坦，陈嘉映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5年版

44 《逻辑哲学论》

[奥]维特根斯坦，韩林合

译，商务印书馆 2013年

版

4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0 卷） 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

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

室，法律出版社 2015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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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港澳基本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 作者或出版社
必读或

选读

1 《论香港基本法》 肖蔚云

2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 王叔文

3 《香港公务员制度》 王叔文

4 《港澳基本法教程》 许崇德

5 《国际条约在香港的适用问题研究》 饶戈平

6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

解析》
王振民

7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 陈弘毅

8 《香港法概论》 陈弘毅

9 《香港基本法概论》 焦洪昌、姚国建

10 《香港基本法实践问题研究》 邹平学

11 《香港基本法实施问题研究》 郭天武

12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概论》 骆伟建

13 《澳门法律新论》 刘高龙、赵国强

14 《澳门过渡期重要法律问题研究》 许昌

15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刘兆佳

16 《“一国两制”宪法精神研究》 王禹

17 《论恢复行使主权》 王禹

18 《两岸关系的法学思考》（增订版） 周叶中

19
《香港选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对香港政治生

态的影响》
郭天武、李建星

20 《香港政治体制研究》 李昌道

21 《论“一国两制”下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 宋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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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港基本法的法律解释研究》 黄江天

23 《1997—2005：香港的管治问题研究》 张定淮

24 《粤港澳紧密合作中的法律问题》 蔡镇顺、徐彪

25 《港英政府政治制度与香港社会变迁》 刘曼容

26 《香港社会关系与矛盾变化研究》 陈丽君

27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 范振汝

28 《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强世功

39 《香港•生活•文化》 吕大乐

30 《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 李彭广

31 《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概览》 李浩然

32
《香港政党与良性政治：宪制与法律的视

角》
曹旭东

33 《区际冲突法研究》 黄进

34
The Judicial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Lo Pui Yin

35
Law and Justice in Hong Kong (2nd

edition)
Eric Ip

36 Hong Kong Basic Law Handbook Stuart Hargreves

37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8th edition)
A.V.Dicey

38
Interpreting Hong Kong's Basic Law: The

Struggle for Coherence

Fu Hua Lin, L.Harris,

S.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