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 
 

  
1 

经济法（财税法）方向介绍及选拔办法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简介 ......................................................................................... 1 

一、中心概况 ........................................................................................................................... 1 

二、学术成果 ........................................................................................................................... 1 

三、学术活动 ........................................................................................................................... 1 

第二部分 经济法（财税法）方向培养概况 ................................................................................. 5 

一、培养规划 ........................................................................................................................... 5 

二、培养目标 ........................................................................................................................... 5 

三、毕业去向 ........................................................................................................................... 6 

第三部分 经济法（财税法）方向专业课程 ................................................................................. 7 

一、财税法 ............................................................................................................................... 7 

二、财政法专题 ....................................................................................................................... 7 

三、财税法专题 ....................................................................................................................... 7 

四、财税法案例专题 ............................................................................................................... 8 

五、国际税法 ........................................................................................................................... 8 

六、公司财务与法律 ............................................................................................................... 9 

第四部分 经济法（财税法）方向师资情况 ............................................................................... 10 

一、校内导师 ......................................................................................................................... 10 

二、校外兼职导师 ................................................................................................................. 12 

第五部分 经济法（财税法）方向选拔办法 ............................................................................... 13 

一、申请条件 ......................................................................................................................... 13 

二、提交材料要求 ................................................................................................................. 13 

三、选拔原则 ......................................................................................................................... 13 

四、联系方式 ......................................................................................................................... 13 

附件 1：法律硕士（非法学）经济法（财税法）方向教学计划 .............................................. 14 

附件 2：法律硕士（法学）经济法（财税法）方向教学计划 .................................................. 15 



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 
 

 1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简介 

一、中心概况 

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Tax Law，以下简称“本中心”）

成立于 1997 年，是全国法学院校中最早设立的财税法研究机构，依托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以

下简称“本院”）经济法学科。 

本中心开展财税法前沿理论研究，以引领和推动我国财税法学科发展为己任，提出了若

干具有标志性的原创性理论，为我国财税法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中心首任主任为刘隆亨教授，吴志攀、张守文、孙健波、张智勇等教授曾先后担任副

主任。现任主任为叶姗教授，现有专职研究人员如下：张守文、张智勇、郭昌盛、刘燕、吴

志攀、肖江平。 

本中心是 2001 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的创始会长单位，刘隆亨教授任会

长，吴志攀教授任第一副会长，张守文教授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教授

为名誉会长。 

 

二、学术成果 

本中心研究人员已出版一批极具学术影响力的专著教材；主持完成了一批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部级研究项目、中国法学会

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项目；曾获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

奖、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司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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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税秩序罚租问题的探讨 陈清秀（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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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涉税实务问题 
施志群（北京市明税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研发中心负责人） 
2021 年 05 月 

养老金投资管理前沿问题 
钟荣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原党委委员、副会长） 
2021 年 11 月 

应对不平等财税思想动态 
张志勇（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会

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2023 年 03 月 

个人所得税疑难案例探讨 
韦国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税务管理部总经理） 
2023 年 03 月 

预算调整制度 蔡茂寅（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2023 年 03 月 

数字经济税收的逻辑思考 
龚辉文（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 
2023 年 04 月 

基于多维视角的《税收征管法》修订 李万甫（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2023 年 04 月 

深化税制改革与数字经济税收的前沿问题 
谭崇钧（阿里巴巴集团阿里研究院

副院长） 
2023 年 04 月 

增值税机制机理与增值税立法探讨 
宫  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中

国税务与商务咨询部总监） 
2023 年 04 月 

不同类型个人应税所得征收模式的问题分析 
邓远军（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中

国税务与商务咨询部总监） 
2023 年 05 月 

数字化的关键演进 
车品觉（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会专家

合伙人） 
2023 年 05 月 

反垄断民事诉讼实务观察 
谢冠斌（北京市立方律师事务所主

任、高级合伙人） 
2023 年 06 月 

税收筹划与税务合规 韦国庆/施志群/叶永青 2023 年 09 月 

2022 年中国税务行政诉讼数据报告 
易  明（德恒律师事务所高级顾

问、税法服务与研究中心负责人） 
2023 年 11 月 

新个税征管形势下明星偷漏税案的深度剖析及实

务技巧 
程  平（国家税务总局首批专业人

才库成员） 
2023 年 11 月 

税收法治问题研究 张学瑞（中国税务学会副秘书长） 2023 年 12 月 

数据法的基本问题 
姚  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编审） 
2023 年 12 月 

投融资业务税务筹划与风险管控 
段从军（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税务

合规专委会主任） 
2024 年 03 月 

 

本中心负责组织经济法（财税法）方向法律硕士的培养工作，已培养了一批综合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的中高层次人才，他们在各行各业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中

坚力量。本中心以经济法学专业财税法学方向博硕士生和经济法（财税法）方向法律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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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组织的经济法学术周会，已成为在校生及校友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学术氛围浓厚、

高质量学术成果频出。本中心于 2020 年 5 月 4 日创立微信公众号，由博硕士生自主运营，

分享财税法前沿理论、翻译评介域外财税法论文、转载中心成员发表的学术论文等。 

本中心积极参与财税立法草案专家论证和财税政策咨询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北京市司法局

等提供专家咨询意见，为我国经济法制度建设作出了贡献。 

此外，本中心被评为北京大学 2023 年度年检工作优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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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程方面采取教师讲授、专题报告、分组讨论等教学形式，力图在培养和夯实学生的财税

法知识基础的同时，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协作能力。本方向鼓励学生参加注册会计师、

税务师等职业资格考试，鼓励学生在确保学业顺利完成的前提下参与专业实践。 

为适应新时代对财税法专业人才的需求，按照法学院教学改革总体方案，本方向调整了

经济法（财税法）人才培养方案，采取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第一课堂向

学生传授财税法的基本理念、框架结构、知识体系，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借助校外兼职导师

和往届校友的支持和帮助，利用第二课堂举办学术讲座、求职交流等活动，使兼职导师和往

届校友在专业技能培养、提供实习机会、求职就业等方面辅助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工作。 

 

三、毕业去向 

本方向毕业的法律硕士在求职就业方面具有较大的专业优势。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

本方向先后向政府部门、法院、检察院、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涉税服务机构等输送了大

批中高层次人才，诸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含税收科学研究所等直属机构）、最高人

民法院、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统战部、地方公务员选调或省考（北京、

浙江、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西、山东、四川、重庆、天津、贵州、福建、广东等）、

地方税务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河北、山西、浙江等省法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

院）、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的总行、分行等）、证券、基金公司（中信建投、国

联证券、银河证券、浙商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广发证券、易方达基金、东吴证券等）、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中国再

保险集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证券

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建筑集团、中国机械工

业集团、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国

际航空公司、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南方电网国际有限责任公司、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智地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阿里

巴巴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

律师事务所（方达、汉坤、金杜、竞天公诚、通商、君合、天元、德勤勤理、锦天城、世辉、

金诚同达、环球等），此外，还有数名毕业生留校。 

从历年就业情况来看，本方向法律硕士的就业口径宽广、事业发展前景广阔，包括但不

限于与财政、税务有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此外，本方向学术气氛浓厚，近几年有数

人毕业后继续深造，在本院或其他著名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出国攻读 LLM 或 JD。 

近年来，涉税案件数量（破产重整、并购重组、税务诉讼等）急剧上升，法院审理涉税

案件的要求不断提高，为回应税收司法专业化需要，涉税案件审判和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亟

需加速。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需要大量财税法专业人才来解决日益增多的涉税案件，

无论是作为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还是作为商业律师，都需要具备扎实、全面的知识基

础和结构，而具有专业性强的财税法知识对于顺利解决各类涉税案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可

以预见，涉税专业服务市场潜力巨大，财税法专业人才将迎来更好的职业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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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法（财税法）方向专业课程 

本方向开设了财税法、财政法专题、财税法专题、财税法案例专题、国际税法、公司财

务与法律等专业课程。 

一、财税法 

1、课程代码：02916370 

2、课程性质：经济法（财税法）方向专业必修课 

3、课程情况：48 学时，3 学分 

4、开课时间：秋季学期 

5、课程定位：本课程旨在系统讲授财税法学科常识，侧重于讲授税法基础知识。通过课

程内容和课后阅读加深对财税法的认识和理解，夯实其财税法理论基础，了解我国财政法具

体制度，培养学生运用财税法基础理论理解和适用财政法实施中的政策措施的能力。 

6、主要内容：税法总论、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财产行

为税法、税收征管法、税收筹划与反避税、涉税犯罪、税收争议解决等税法基础知识。 

本课程是法律硕士（非法学）的专业必修课，同时，建议本科期间未修读过财税法课程

的法律硕士（法学）选修本课程。 

主要授课教师：张守文、叶姗 

 

二、财政法专题 

1、课程代码：02917710 

2、课程性质：经济法（财税法）方向专业必修课 

3、课程情况：32 学时，2 学分 

4、开课时间：秋季学期 

5、课程定位：本课程旨在系统讲授财税法学科常识，侧重于讲授财政法基础知识。通过

课程内容和课后阅读加深学生对财税法的认识和理解，夯实其财税法理论基础，了解我国财

政法具体制度，培养学生运用财税法基础理论理解和适用财政法实施中的政策措施的能力。 

6、主要内容：财政法总论（本体论、建制论、解释论）、财政体制法、预算法、非税收

入法、公债法、财政支出法、财政争议解决等财政法基础知识。 

主要授课教师：叶姗、张守文 

 

三、财税法专题 

1、课程代码：02917730 

2、课程性质：经济法（财税法）方向专业必修课 

3、课程情况：48 学时，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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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课时间：春季学期 

5、课程定位：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初步掌握财税法学科常识，且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旨

在引导学生就当前财税法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中出现的重要、疑难、新兴问题展开自主性、

研讨性的学习，进一步夯实财税法理论基础，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国财政法具体制度。 

6、主要内容：预算法、财政收支划分法、财政转移支付法、非税收入法、国债与地方债

法、政府采购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

值税法、数字税与数字经济税收、消费税法、车辆购置税法、车船税法、资源税法、环境保

护税法、印花税法、契税法、耕地占用税法、房地产税法、土地增值税法等专题。 

主要授课教师：张守文、叶姗 

 

四、财税法案例专题 

1、课程代码：02917720 

2、课程性质：经济法（财税法）方向专业必修课 

3、课程情况：48 课时，3 学分 

4、开课时间：春季学期 

5、课程定位：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初步掌握财税法学科常识，且具有一定的案例检索能

力和，财税法思维，熟悉财税法案例的分析方法，旨在引导学生运用财税法理论和制度对相

关财税法案例中呈现的重要、疑难、新兴问题展开自主性、研讨性的学习，进一步夯实财税

法理论基础，更加准确地解释和适用我国财政法具体制度，以妥善解决财税法实践问题。 

6

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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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协定的基本内容、数字经济征税的挑战及应对、国际税收征管互助及情报交换、国

际税收竞争等内容，培养学生运用国际税法理论分析和解决国际税收法律问题的能力。 

6、主要内容：ABS 与康柏案分析、BEPS 行动计划与 GAAR、数字经济与常设机构、避

税地与税收竞争、税收协定滥用、混合错配、转让定价、非居民境外间接转让、多边税收征

管机制构建、国际税收争议解决等专题。 

主要授课教师：张智勇 

 

六、公司财务与法律 

1、课程代码：02916430 

2、课程性质：经济法（财税法）方向专业限选课 

3、课程情况：48 学时，3 学分 

4、开课时间：春季学期 

5、课程定位：公司是资本运作的组织形式，公司财务/融资与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不

可或缺的两翼。本课程从公司财务侧面讨论公司法的问题，提供法律、会计、税务的三重视

角，讨论公司资本运作中的重要问题。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初步掌握财税法学科常识，对金融

法、公司法、财务会计有一定的了解，旨在让学生基本掌握公司财务会计基本原理与重要规

则，深刻理解财税法理论和制度背后的财务和会计基础、解决问题的商业和法律的逻辑。 

6、主要内容：公司财务会计基本原理、公司资本制度、公司利润分配、经营者期权、公

司债务重组、并购及资产重组、公司合并分立、估值与资产评估、会计准则制定中的权力配

置、公司审计与公司治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关系、会计职业与法律职业的冲突。 

主要授课教师：刘燕 

 

此外，基于经济法（财税法）方向的培养目标，经济法（财税法）方向还设置了其他专

业限选课，教导学生掌握中高层次财税法专门人才所需的财税法知识（教学计划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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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经济法（财税法）方向师资情况 

一、校内导师 

校内导师均为法学院专职教师，且均开设专业课程，分工承担法律硕士的学业和毕业论

文指导工作，师资情况如下： 

1、张守文 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法研究所所长 
（1）研究领域：经济法总论、财税法、社会法 

（2）个人简介：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1994 年留校任教至今，自

2002 年起招收经济法学专业财税法学方向博士生。现任北大博雅聘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

员、经济法研究所所长、法治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

员、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

长、党委书记。 

近年来获主要奖励、荣誉称号如下：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

奖（2020）、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7）、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3）、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4）、第三届十大杰出

中青年法学家（2002）、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2000）、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08）、

钱端升法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8）、北京市精品教材奖（2008）、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司法部法学教材和法学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中国当代

法学名家（2005）、北京市五四青年奖章（2003）、司法部法学教材和法学科研优秀成果一

等奖（2002）、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2002）、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0）、

北京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1999）。主要讲授《经济法学》《经济法总论》《财税法》《财

税法专题》《税法专题》等硕士、本科课程。独著专著教材有《财税法学》《税法原理》《经

济法学（教育部马工程教材）》《经济法学》《财税法疏议》《当代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视

域》《分配危机与经济法规制》《发展法学：经济法维度的解析》等；在《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现代法学》等期刊独立发表论文一百多篇。主持

完成或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等。 

 

2、叶姗 教授、博士生导师，税法研究中心主任 
（1）研究领域：财税法、经济法与社会法理论、规制法与竞争法 

（2）个人简介：中山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

博士后，2010 年留校任教至今，自 2016 年起招收经济法学专业财税法学方向博士生。现任

北大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市政府立法工作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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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与法制建设委员会委员等。 

近年获主要奖励、荣誉称号如下：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23）、教

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24）、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2017）、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一等奖（2014）、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青年

优秀论文一等奖（2011、2009）、入选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2013），获评北京市

普通高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2021），获北大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2017、

2014）、“北京银行”教师奖（2017）、研究生教学优秀奖（2016）、优秀班主任标兵（2017）、

优秀班主任（2010）。主要讲授《财税法》《财税法专题》《财税法案例研究》《经济法学》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等硕士、本科课程；独著专著有《增值税法的起草与设计》《税收

利益的分配法则》《财政赤字的法律控制》《社会保险法》《税法之预约定价制度研究》等。

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环球法律评论》《法学家》《法学》等期刊独立发表论文一

百多篇。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最高人民法

院执行研究课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专项课题等。 

 

3、张智勇 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贸易组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1）研究领域：国际税法、国际金融法、WTO 法、欧盟法 

（2）个人简介：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1998 年留校任教至今，自

2016 年起招收国际法学专业国际税法方向博士研究生。现任北京大学世界贸易组织法律研

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

北京市法学会金融法与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近年获主要奖励、荣誉称号如下：经济数字化国际税收规则研究征文二等奖、北京大学

优秀博士论文世顺奖、北京大学安泰奖教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奖等。主要讲

授《国际税法》《国际商事融资与税收》《国际税法专题》《国际经济法》等硕士、本科课

程；独著专著有《区域贸易安排中的所得税问题研究》等。在《中外法学》《法学家》《环

球法律评论》《政治与法律》《政法论坛》等期刊独立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完成了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4、肖江平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1）研究领域：竞争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能源法、经济法总论 

（2）个人简介：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2004 年回校任教

至今。现任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员，北京市经济法学会副会长，ICC（国际商会）中国竞

争政策委员，曾任国家工商总局市场监管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主要讲授《经济法学》《竞争法》《竞争法专题》《反垄断法》等硕士、本科课程；专

著教材有：《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经济法案例教程》《经济法学理研究与案例分析》等。

在《政治与法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法商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等期刊独立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完成或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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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兼职导师 

按照学院的要求，校外兼职导师主要协助承担法律硕士的学术讲座、实地见习、求职就

业等实践教学工作。本方向不定期邀请境内外知名财税法专家学者和优秀校友到校开设学

术讲座。2023-2024 学年将继续根据国家财税法治建设进程邀请合适的学术讲座主讲人，包

括如下正式聘任的校外兼职导师，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专家型官员及其所属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税收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知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

师事务所中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律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企业税务总监等。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1 段从军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税务合规专委会 主任 

2 魏  斌 中瑞税务师事务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3 叶永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合伙人 

4 赵国庆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合伙人 

5 姚  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 主任 

6 谭崇钧 阿里巴巴集团阿里研究院 副院长 

7 龚辉文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8 施志群 北京市明税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9 韦国庆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税务管理部 总经理 

10 王朝晖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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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经济法（财税法）方向选拔办法 

经济法（财税法）方向 2024 年拟招录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各 6 人。

申请条件、提交材料要求和选拔原则如下： 

一、申请条件 

1、法律硕士（非法学）申请人第一学年完成且通过必修课程，其本科所学专业无限制。 

2、第一外语为英语的，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六级考试 426 分以上；TOEFL 90 分以上；

雅思 6.5 分以上；专业八级考试 60 分以上。第一外语为其他语种的，四级考试 426 分以上。 

 

二、提交材料要求 

1、申请人应在法学院规定时间内书面提交材料（含证明文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2、除上述材料外，法律硕士（非法学）申请人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1）个人简历（包括基本情况、本科期间学习情况、实习和工作经历）。 

（2）硕士期间已修课程及成绩证明；外语水平考试成绩证明。 

（3）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和其他职业资格考试的成绩证明。 

（4）个人陈述（包括经济法学的基础、对财税法的了解和认识、求职意向）。 

（5）个人愿意提交的经济法理论、财税法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读书笔记。 

 

三、选拔原则 

本方向招生遵照学院规定和安排，原则上通过书面材料进行选拔：法律硕士（非法学）

仅从第一志愿申请人中录取，法律硕士（法学）原则上从第一志愿申请人中录取。 

 

四、联系方式 

负责人：叶  姗，lsys@pku.edu.cn 

联系人：李淄君，15564902273，L1556490227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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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法律硕士（非法学）经济法（财税法）方向教学计划 

课程性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计划开课学期 备注 

专业必修课 

（14 学分） 

02916370 财税法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侧重讲授税法 

02917710 财政法专题 2 第三学期（研二上） 侧重讲授财政法 

02917730 财税法专题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02917720 财税法案例专题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02912850 国际税法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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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法律硕士（法学）经济法（财税法）方向教学计划 

课程性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全校公共

必修课     
（5 学

分，港澳

台、留学

生 4 学

分） 

30810010 一外英语 2 第一、二学期均开 八选一 

6141000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2 

学校统开，每学期

均开设 

必修 

61410006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二选一 

61410007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61410008 中国概况 2 第一学期（秋季）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

请修“中国概况” 

专业必修

课 
（17 学

分） 

02912630 经济法总论 3 第一学期（秋季）  

02917710 财政法专题 2 第一学期（秋季） 侧重讲授财政法 

02917730 财税法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7720 财税法案例专题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2850 国际税法 3 第二学期（春季）  

02911453 法律写作与检索 3 第二学期（春季） 
二选一 

02910081 法学论文与方法 3 第二学期（春季） 

专业限选

课 
（7 学

分） 

02916370 财税法 3 第一学期（秋季） 
侧重讲授税法 

本科未修读过“财税

法”的学生，请选此课 

法学论文与方法

 

A

一

学期（秋季使借就势 届 统势届借届融
股石 浙农 农口 徽农 福 福 免 辅势据 辅府据 使届届 势企 烟让 蓄 油 往河卖使 股卖 届 届 届 卖股
免 届借就势 借辅届 届借就势 届 统势届借届融 股石
浙农 辑届借届届据府 农 使融就届借就府 辑使届就辅 农石 往农农使统 使 农权 二试念 农口
徽农 福 福 免 势势势 势届府使借就势 届 统势届势府借就融 势届府 股卖 届 届 届 卖股 免 届借就势 借辅届 届借就势 届 统势届借届融 股石
浙农 辑届借届届据府 农股 势势 届 届 势势 融统辅借辅据辅据 辑据使辅势 农石 往农

0 2 9 1 7 7 3 0

 

财税法

第

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