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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民法专业方向培养方案  

  

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改革方案》的有

关规定，特制定本计划。  

  

一、 培养目标  

本方向注重于培养具有良好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胜任民事诉讼以及民事非

诉业务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参与本计划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在完成法律硕士一般学

习计划的基础上，修完本方向所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高级课程，参加本方向要

求的社会实践任务，完成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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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学年期中由学生递交书面申请；  

2．选拔方式：笔试+面试。笔试为开卷考试，主要考核内容为民法、民事诉讼

法的基础知识，占总分的 70%，时间为 180 分钟；面试占总分的 30%，时间为每人 

10－20 分钟。然后根据总分排名招收前 10-15 名；  

3．如果被录取的同学中有同时被其他方向录取的，其本人选择其他方向的，

则排名在后的同学自动递进。  

  

三、 课程设置  

请见附件：“民法方向教学计划”  

  

四、 其他  

学生应当尽可能参加民商法专业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  

               

五、 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6 年，共有研究员 10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2 人，助理教授 1 人。中心以民商法基础理论和民事立法、司法对策作

为其研究领域，承担了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发表了多项重要民法学术研究

成果，并直接参与了我国《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立法工作，参与最高人民法院

多项司法解释的专家论证工作，组织和举办了多次民商法国际交流和国内学术研讨

会、学术讲座等。  

  

六、师资简介 

     

      目前中心共有专职教师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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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田教授。兼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会长。研究领

域主要包括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法国民法。 

刘凯湘教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新加坡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常

务理事，北京市民商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主要是民商法，包括物权法、合

同法、公司法、合伙法、信托法等，兼及经济法、国际经济法。 

钱明星教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等。 

马忆南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第十一届全国妇联

执委，全国妇联学术委员，北京市妇联兼职副主席；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共政策咨询

专家，民政部公共政策咨询专家，北京市人大立法咨询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是亲属法、继

承法，妇女、儿童、老人权益保护。 

佟强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民法总论、合同法、侵权法、物权法、继承法

等。 

葛云松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法、票据法、非营利

组织法等。 

王成教授。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会理事，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安交通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山西省晋中市法律咨询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民法总论、合同法、侵权法、

法律经济学。 

薛军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民法、商法、比较法、罗马法。 

常鹏翶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 

贺剑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继承

法。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4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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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中心还有兼职指导教师 8 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强法官，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石金平法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宋鱼水法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 

李胜荣法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 

孟祥法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刚成法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靳学军法官，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院长。 

蔡慧永法官，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院长。 

 

   

七、 授予证书  

完成学习计划的所有学员都将获得法学院签发的民法方向的法律硕士的专门证

书。  

  

八、 课程简介（专业高级课程）  

  

1．民法专题研讨  

本课程是民法的理论深化课程。本课程将在学生已经修读完毕的民法基础课程

的基础上，选择民法领域的若干专题，组织学生搜集文献、撰写研究报告并进行课

堂讨论。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若干专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相关领域有更为深入

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课程的学习，全面、深入地掌握民法学的研究方法，具

备发现问题和系统运用各种研究方法解决民法问题的能力。  

    2．民法案例研习  

本课程希望通过完整的系统的案例教学模式，训练学生身为法律人需要具有的

民法思维和技能，提升学生分析实务案例的能力。课程要帮助学生学习各门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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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部门所包含的法律知识和应用能力，如援引、解释和适用法律条文，并训练

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利用判例、学说和比较法，还要训练学生对不同的利益进行

权衡的能力，对不同法律理由、法律观点进行权衡和评价的能力。从技能的角度，

请求权基础方法以及法律解释方法的训练是本课程的重点。  

本课程采用作业、讨论、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每次课程之前布置一定的阅

读材料，并要求学生在课前完成一定的作业。助教和教师在阅读作业后，有针对性

地组织课堂讨论，最后总结性地对相关的民法知识进行讲授，并以对法律解释、适

用的方法进行总结、深化。  

3．侵权法  

侵权法是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系庞杂，理论复杂，实用性强，适用面

广，也包括了民事特别法（如公司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涉及的侵权责

任问题的一般原理。本课程以《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等现行法律为依据，紧

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尤其是以大量法院判决为基础，吸收国内外最

新研究成果，理论联系实际，系统阐述了侵权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本课程的目标

是，让学生具备扎实的侵权法基础，对于侵权法的体系和基本理论框架、我国现行

法上的基本规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熟练掌握针对具体案件寻找法律、解释与适用

法律的能力，包括进行政策分析的能力。  

教学方式：课前阅读、课堂讨论与讲授、课后作业相结合。  

4．亲属法与继承法  

本课程在系统介绍婚姻家庭法与继承法知识的基础上，精阐原理，结合实践并

关注前沿。通过学习要求学生理解我国婚姻家庭继承立法的基本精神、各项原则，

熟悉我国婚姻家庭继承领域的各项具体制度，结合社会生活和审判实践，了解我国

婚姻家庭继承法在适用中的问题和对策。本课程由以下各章构成：婚姻家庭法概

述；亲属关系原理；婚姻的成立；夫妻关系；婚姻的终止；亲子关系；收养；扶

养；监护；继承法概述；继承法律关系；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遗产的处

理。教学方式：教师面授、课堂讨论、课下辅导和自学相结合。运用多媒体教学，

播放相关录像和图片，请专家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