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诉讼法学 

  
学科点简介：诉讼法学硕士点隶属于广东商学院法学院，现有5名正教授、1名副教授、3名讲师。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2名、正在攻读博士
学位的1名，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5名，有1人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有2人担任广东省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近5年来，本学科的教师承担国家级课题1项，省部级及其他课题10项，拥有科研经费合计30余万元；在《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
律科学》、《政治与法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出版专著4部，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主编诉讼法学的教材2部。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培养具有改革开放意识，严谨求实，德智体全面发展，努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层次法律专
业人才。通过三年培养，使学生能够掌握较为扎实的诉讼法学系统理论知识，有较宽广的法学知识面，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从事民事法律
实务的能力，能用诉讼法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能独立承担本专业的科研和教学任务。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能熟练地使用信息与网络技术
开展研究工作。具备从事本专业学术研究、理论教学和实际应用的能力，为各级政法部门、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输送合格的法律人才。 
  
主要课程：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法理学专题、刑法学专题、民商法学专题、司法鉴定制度专题、律师法学专题、外国
刑事诉讼法、外国民事诉讼法。 
  
就业方向：公检法司机关、党政机关、教学与科研单位、公司、企事业单位等。 
  
学校代码：10592     专业代码：030106    咨询电话：020-84096143 

▲表示统考科目或联考科目，考试题型、考试大纲以教育部公布为准。其他为自命题科目。 

  
  
考试题型：  

1.《法学综合一》考试题型：[含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总论）、刑事诉讼法学，分值分别为45%、40%、40%、25%] 

（1）名词解释（4题，每题5分，共20分） 
（2）辨析题（5题，每题5分，共25分） 
（3）简答题（6题，每题10分，共60分） 
（4）论述题（3题，每题15分，共45分） 
  

2.《法学综合二》考试题型： [含民商法学（总论）、国际法学、经济法学（总论）、民事诉讼法学，分值分别为45%、40%、40%、

25%] 

（1）名词解释（4题，每题5分，共20分） 
（2）辨析题（5题，每题5分，共25分） 
（3）简答题（6题，每题10分，共60分） 
（4）论述题（3题，每题15分，共45分） 
  
3.《证据法学》考试题型： 
论述题（4题，每题25分，共100分） 
  

考试大纲： 

《法学综合一》 

《法学综合一》考试大纲概述： 
本科目考试范围为：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总论）、刑事诉讼法学等基本理论。考试要求主要包括：①考察学生对上述相关法学的基本
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把握程度； ②考察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③考察学生的法学知识结构和学术功底。 

  
第一部分   法理学 
一、法的概念与作用 
● 法的含义及特征 
●法的本质 
● 法的规范作用 
● 法的社会作用 
二、法律结构 
● 法律概念的含义及其功能 
● 法律规则含义、特点及其分类 
● 法律原则含义及其功能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三、法律体系 
● 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特点 
●法律部门含义及划分标准 

序号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

1 民事诉讼法学 （1）▲101-政治 

（2）▲201-英语一 

（3）611-法学综合一[含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总论）、刑事诉讼法学]  

（4）802-法学综合二[含民商法学（总论）、国际法学、经济法学（总论）、民事诉讼法

学] 

F513-证
2 刑事诉讼法学 

3 证据法学 



●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 
 四、法律渊源、分类与效力  
 ● 法律渊源含义 
 ● 法的一般分类 
 ● 法的效力的范围 
 ●法的效力冲突与协调 
 五、 法的制定与实施 
 ● 立法及其特征 
 ● 立法程序 
 ● 守法及其构成要素 
 ● 守法的根据和理由   
 ● 司法的概念和特点 
 ● 司法的原则 
六、法律关系 
● 法律关系的概念 、特征 
●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 法律权利与义务的概念 
● 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 法律事实 
七、法律行为与法律责任 
●法律行为含义及其特征 
●法律责任的含义及其本质 
●法律责任的减轻与免除 
八、法的价值  
● 法的价值含义 
● 法的目的价值体系  
● 法的价值的冲突原因与整合应遵循的原则 
● 秩序的含义及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 
● 自由的含义及法对自由的保障确认和保障 
● 平等的含义及法对平等的保障和实现作用 
● 正义的含义及法对正义的实现作用 
●人权概念及法对人权的保护作用  
九、法律方法 
 ● 法律方法概念及特征 
 ● 法律解释概念、种类、原则与方法 
 ● 法律推理及其种类 
十、法律程序 
 ● 法律程序对法律适用的作用 
 ● 正当程序及其特征 
 ● 正当程序的意义  
 十一、法与社会 
 ● 法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相互作用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 法治的基本内涵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第二部分   宪法学 
一、宪法基本理论 
●宪法概念、特征与类型 
●宪法与宪政 
●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宪法规范 
●宪法制定、修改、解释与保障 
二、公民基本权利 
●公民、人权、公民权利与基本权利 
●平等权、自由权、政治权利、财产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与限制 
三、国家制度与国家机关 
●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结构形式） 
●民族区域制度 
●特别行政区制度 
●选举制度 
●中央国家机关性质、地位、组成、职权与工作制度 
  
第三部分   刑法学（总论） 
一、刑法概论 
●刑法的解释 
●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效力范围 
●犯罪的基本特征 



二、犯罪构成论 
●犯罪客体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 
三、正当行为 
●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 
四、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概述 
●犯罪既遂形态 
●犯罪预备形态 
●犯罪未遂形态 
●犯罪中止形态 
五、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的概念及成立要件 
●共同犯罪的形式 
●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六、罪数形态 
●罪数的判断标准 
●一罪的类型 
●数罪的类型 
七、刑罚目的与刑罚种类 
●刑罚的目的 
●主刑和附加刑 
八、刑罚裁量制度 
●累犯 
●自首、坦白和立功 
●数罪并罚 
●缓刑 
九、刑罚执行制度 
●减刑 
●假释 
  
第四部分   刑事诉讼法学 
一、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的概念 
●刑事诉讼法的概念 
二、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外国近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 
三、刑事诉讼的基本范畴 
●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结构 
●刑事诉讼结构中各主体的诉讼地位 
四、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 
五、管辖 
●立案管辖 
●审判管辖 
六、回避制度 
●回避的种类、理由和适用人员 
●回避的程序 
七、辩护与代理 
●辩护人的范围和辩护种类 
●辩护人的权利和义务 
●刑事诉讼代理 
八、强制措施 
●拘传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拘留 
●逮捕 
九、立案 
●立案的概念 
●立案材料的来源与条件 
●立案程序 
十、侦查 
●侦查的概念、任务和原则 
●侦查行为 
●侦查终结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补充侦查 
十一、起诉 
●起诉的概念和方式 
●审查起诉 
●提起公诉 
●不起诉 
●自诉 
十二、刑事审判程序概述 
●刑事审判程序的概念和任务 
●刑事审判的模式 
●刑事审判的原则 
●审级制度 
十三、第一审程序 
●第一审一般程序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和刑事简易程序 
●判决、裁定与决定 
十四、第二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 
十五、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和功能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十六、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的重新审判 
  

  

《法学综合二》 

《法学综合二》考试大纲概述： 
本科目考试范围为：民商法学（总论）、国际法学、经济法学（总论）、民事诉讼法学等基本理论。考察内容包括：①考察学生对上述法学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把握程度； ②考察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③考察学生法学知识结构和学术功底。 

  

第一部分   民商法学（总论） 
一、民法 
●民法概述 
●民法基本原则 
●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权利主体 
●自然人 
●非法人组织 
●民事权利客体及种类 
●民事权利变动 
●民事行为 
●代理 
●诉讼时效、除斥期间与期限 
二、商法 
●商法概述 
●商主体 
●商行为 
●商事登记 
●商号 
●商事账簿 
  
第二部分   国际法学 
一、国际公法学 
（一）国际法的性质  
●国际法的概念 
●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及理论学说  
●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  
（二）国际法基础理论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与法律  
●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  
（三）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条约  



●国际习惯  
●一般法律原则  
●确定法律原则的辅助方法  
（四）国际法主体  
●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 
●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 
●国际法上的承认 
●国际法上的继承 
●中国关于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与实践 
（五）管辖权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管辖权概述  
●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  
●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性管辖权  
●国家管辖豁免  
●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  
●中国的立场  
（六）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基础 
●国家责任的形式与执行  
●国家责任的免除  
●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国家责任  
●个人责任  
二、国际私法 
（一）国际私法概述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  
●国际私法的范围和体系  
●国际私法的性质  
（二）国际私法的渊源 
●国内立法  
●国内判例 
●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  
●一般法律原则与法律学说  
（三）国际私法立法与学说的历史发展 
●十三世纪前国际私法萌芽史  
●十三至十八世纪国际私法学说史  
●十九世纪国际私法发展史  
●当代国际私法发展史  
●统一国际私法立法史  
●中国国际私法发展史 
（四）冲突规范与准据法 
●冲突规范的概念、冲突规范的结构、冲突规范的类型、冲突规范的作用 
●连结点  
●系属公式  
●准据法及其确定  
●法律选择的方法  
●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  
（五）适用冲突规范的一般制度 
●识别  
●反致  
●法律规避  
●公共秩序保留  
●外国法的查明  
三、国际经济法 
（一）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  
●国际经济法的概念 
●国际经济法的范围  
●国际经济法的体系  
●国际经济法的特征 
（二）国际经济法的历史发展 
●早期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发展 
●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基础 
●国际经济法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三）国际经济法的渊源  
●国际经济条约  
●国际惯例  
●国内立法  
●国际组织决议  
●其他辅助性渊源 



（四）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 
●国际合作以谋发展原则 
●信守约定原则  
（五）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国家  
●法人  
●自然人 
●国际经济组织 
  
第三部分   经济法学（总论） 
一、经济法的概念和发展历史 
●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定义 
●经济法的特征 
●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规律 
●经济法的体系 
二、经济法的本质、理念和原则 
● 经济法的本质 
● 经济法的法域属性 
● 经济法的理念 
●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三、经济法主体 
● 经济法主体的概念、特征和体系 
●经济法主体的资格 
● 经济管理主体 
● 市场主体 
● 社会中间层主体 
● 国家经济管理机关法律制度 
● 企业法律制度 
● 市场中介组织法律制度 
四、市场规制法的一般原理 
●市场规制法的概念、地位和体系 
●市场规制法的价值、宗旨和原则 
●市场规制法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 
●违反市场规制法的法律责任 
五、宏观调控法的一般原理 
●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地位和体系 
●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宗旨和原则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 
●违反宏观调控法的法律责任 
  
第四部分   民事诉讼法学 
一、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民事诉讼法的概念与性质 
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 
●法院调解自愿与合法原则 
●辩论原则 
●处分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检察监督原则 
三、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 
●合议制度 
●陪审制度 
●回避制度 
●公开审判制度 
●两审终审制 
四、诉权与诉 
●诉权的含义 
●诉的概念、要素与种类 
●诉讼标的 
●诉的变动 
●反诉 
五、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当事人的概念 
●当事人的认定 
●当事人主体资格 
●诉讼代理人 
六、多数当事人 
●共同诉讼 
●诉讼代表人 
●诉讼第三人 
七、主管与管辖 
●民事诉讼主管 
●管辖概述 
●级别管辖 
●地域管辖 
●裁定管辖 
●管辖权异议 
八、法院调解与当事人和解 
●法院调解的概念和性质 
●法院调解的原则 
●法院调解的程序 
●法院调解的效力 
●当事人和解 
●调解、和解与审判的关系 
九、诉讼保全制度与程序 
●保全程序 
●先予执行程序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十、第一审普通程序 
●普通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起诉和受理 
●审理前的准备 
●开庭审理 
●撤诉与缺席判决 
●诉讼中止和诉讼终结 
十一、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的概念和分类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民事简易程序 
●小额诉讼的简易程序 
十二、民事诉讼中的裁判 
●民事判决 
●民事裁定 
●民事决定 
十三、第二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上诉的提起与受理 
●上诉案件的审理 
●上诉案件的裁判 
十四、再审程序 
●再审程序概述 
●当事人申请再审 
●人民法院决定再审 
●人民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 
●再审程序的审判 
十五、民事执行程序总论 
●民事执行程序概述 
●执行主体与执行标的 
●执行依据与执行管辖 
●民事执行程序通则 
●参与分配 
●执行竞合 
●委托执行与协助执行 
●对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的特别规定 
●执行资格 

  

《证据法学》 

  
《证据法学》考试大纲概述： 
本科目考试范围为：证据法基本理论、证据的基本法律规定与司法操作。考试要求主要包括：①考察学生对证据法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②
考察学生对证据法学重点问题的理解和辨析能力；③考察学生运用证据法学知识、理论、方法，分析刑事立法和司法实务问题的综合能力。 
  
一、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神示证据制度 
●法定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我国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二、证据与证据法 
●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关系 
●证据法与诉讼结构 
●证据法与审批方式改革 
三、证据法的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程序正义论 
●诉讼认识论与证据法 
四、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的概念和功能 
●我国证据规则的现状与完善 
●外国证据规则简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相关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自白和补强证据规则 
五、证据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证据的概念 
●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 
六、证据的种类 
●物证 
●书证 
●证人证言 
●被害人的陈述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当事人的陈述 
●鉴定结论 
●勘验、检查及现场笔录 
●视听资料 
七、证据的分类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 
●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本证和反证 
八、证据的收集与保全 
●证据的收集 
●证据的保全 
九、证明概述 
●证明制度概述 
●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证明 
十、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概述 
●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十一、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概述 
●证明责任的承担 
十二、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概述 
●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十三、证据的审查判断 
●证据审查判断的概念和意义 
●证据审查判断的内容 
●证据审查判断的方法 
十四、推定和司法认知 
●推定 
●司法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