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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30108 



一、培养目标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应明确以下培养目标：1)、学习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基本知识、理论与方法。对中

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发展过程、演进规律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与了解；把握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掌握环境

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社会凋查与野外考察能力。2)、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属于边

缘学科，既应具有坚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亦需具备一定的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及伦理科学素养；应注意拓宽知识面，并注重

学科间的交叉贯通；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思维、研究能力。3)、有较强的专业外语运用能力。4)、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

治学态度。5)、身体健康。 

二、培养方向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为二级学科，本学科设置以下培养方向： 

1、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原理 

2、生态环境保护法学 

3、自然资源保护法学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年限应为3—4年，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4-5年，包括课程学习、科学研究、撰写学位论文

及实践教育(指社会实践、教学实践)。根据实际情况，经本人申请，导师同意、校长批准，可适当缩短或延长学习年限，申请提

前答辩的，全日制的研究生提前答辩的时间不超过半年，在职的不超过一年。 

四、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在课程门类选择时，既要注意拓宽知识面，又要体现一定的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专业硕士生课程学习以不低于36学分为宜。教学实践2学分。 

l、学位课(22学分) 

政治理论课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1学分 

自然辩证法                                2学分 

 第一外国语 

基础外语                                   4学分 

专业外语                                   1学分  

法学经典著作选读                            3学分 

环境法原理                                     3学分 

 行政法学                                        2学分 

环境侵权法                                     2学分 

生态环境保护法学                            2学分 

自然资源保护法学                            2学分 

2、选修课(不少于12学分) 

环境科学概论                                  2学分 

国际环境法                                     2学分 

环境政策学                                     2学分 

生态学                                           2学分 

流域管理法专题                               2学分 



西方经济学                                     2学分 

生态经济学                                     2学分 

社会学                                           2学分 

中国传统文化                                  2学分 

环境立法与执法专题                         1学分 

环境资源法研究方法专题                   1学分 

土地法专题                                     1学分 

农业法专题                                     1学分 

森林法专题                                     1学分 

水法专题                                       1学分 

五、学位论文工作 

l、建立研究生指导小组 

根据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原理、生态环境保护法学、自然资源保护法学等研究方向，结合各专业

导师学科结构与研究特色，选聘指导小组成员，以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群体优势，使不同学科相互交叉、联合和渗透，保证研究

选题的前沿性。 

2、抓好开题报告工作，研究生开题报告是完成学位论文的重要步骤，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关键环节。    

每个研究生要在第二个学期末确定论文题目之后，撰写开题报告：研究生导师和指导小组对开题报告进行充分讨论、评议，

并提出修改意见；研究生将根据意见修改后的开题报告呈交研究生管理部门备案。从论文开题到答辩不少于18个月。 

3、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由研究生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要求立意新颖，并注意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内容完整，体例规

范；材料丰富，论证充分；观点明晰，结论正确；文笔简洁优美；字数不得少于3万字。 

4、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完成后，在答辩会召开的前一个月，分送各个评阅人，各评阅人在认真评阅后将评审意见于答辩会召开前一周交答

辩委员会秘书。 

5、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答辩委员会由5—7人组成。学位论文答辩前，答辩委员会召开预备会，商定答辩程序和注意事项。答辩中研究生要陈述学位

论文课题研究的价值、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创新点，回答各委员的提问。最后，经过答辩委员会评议、打分，提出并公布答辩

委员会决议。答辩结束后，由答辩委员会秘书将全部材料整理报研究生部归档管理。最后由学校学术委员会评定通过后授予学

位。 

六、培养方式和方法 

1、课程学习 

除必要的课程学习之外，应重点培养研究生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研究生应广泛阅读与课程和论文有关的书刊，参加学

术讨论，撰写读书报告和文献综述；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后，必须完成必要的作业，通过课程考试才能获得规定学分。 

2、中期考核 

研究生在第二学期末，按规定对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等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由学院考核小组负责。考核合格

者，可转入科研和论文撰写阶段。考核不合格者，报校长批准，停止学习，分配工作。 

3、实践教育 

环境与资源法专业硕士生在第二、第三学年应参加必要的科研和教学工作，锻炼提高动手、动口能力。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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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解国情、农情，用自己所学知识分析研究实践问题。 

七、思想品德教育 

在学院党政领导下，导师、任课教师及辅导员要切实加强研究生思想品德教育，及时组织学习时事政治材料，弘扬爱党爱

国、乐于奉献、敬业爱岗及优秀的传统美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持教书育人，培养具有良好科研道德修

养、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勇于献身的高级研究人才。研究生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公共活动和公益劳动，并自觉加强思想道德

修养的培育与提升。 

八、其他考核要求 

研究生毕业前通过国家外国语6级考试。 

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论文2篇以上，切必须有1篇以上为独著或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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