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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所、室）简介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源自吉首大学政治系、政法学院。创建于 1982 年，曾先后开办思

想政治教育、历史、法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2004 年 7 月

成立独立的法学院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1 年 6 月，学校根据学科专业发展需要，将

法学院与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合并成立吉首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学院现有法学、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三个本科专业以及法学理论硕士学位授予

点。有研究生、本科生等各类学生 1000 余人。拥有一支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学术骨干为

主体，学历、学缘、职称、年龄结构合理、教学和科研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其中，专兼职

教师 51 人，教授 12 人、副教授 18 人，博士和在读博士 21 人、硕士 20 人，硕士生导师 17

人。

学院有法学系、公共事业管理系、文化产业管理系等三个系。法学系下设法学基础理论、

刑事法、民商法、经济法等四个教研室，公共事业管理系下设基础理论、社会管理、公共管

理决策技术等三个教研室，文化产业管理系下设基础理论、创意策划、产品设计等三个教研

室；两个社会服务机构：湘西州律师教育学院和吉首大学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湘西州文化

产业研究中心和文化产业人才培训基地以及吉首大学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武陵山法治与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由我院担纲主持。实验室建设有法医学和刑侦技术实验室、计算机基础实

验室、文化产业管理综合实验室以及多功能模拟法庭等先进的教研辅助设施。

学科点简介

●民族法学

民族法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民族法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

该学科基本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消除历史上遗留

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运用法律手段调整民族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

自治权利，为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服务。吉首大学民族法学二级学科点以培养面向中

西部地区特别是武陵山片区的民族法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有效破解武陵山区域及国内的对高



层次民族法学人才的需求做出贡献为目标，为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武陵山片区提供有力的智力

支持。本学科现有教师 25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8人，博士 11 人，在读博士 5 人。

近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0 多篇，出版学术专著 8 部，获省部级奖 6 项，承

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 60 余项。

本学科点目前下设三个研究方向： 1．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研究。从法学角度看，民族问

题涉及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在民族关系意义上如何安排的问题。所以，少数民族问题就与

权利理论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本研究方向主要围绕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理论与实践基本问题开

展研究。2．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为使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更好地保持民族特色和发挥作

用，亟需对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本研究

方向主要研究我国中西部特别是武陵山片区各少数民族的习惯规范、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在当

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问题。3．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研究。少数民族经法律制度作用的实

现，一方面，需要以国家法的有效实施为前提；另一方面，要运用好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权

来加以实现。本研究方向主要针对我国中西部特别是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法制问题

进行研究。

●法律硕士

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旨在培养高层次的专门型（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服务于当

今社会日益结构化、复杂化的法律职业需求。目前，法律硕士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法院、检

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其次是国家立法机关、政法委、政府法制部门、司法行政部

门、公证机关、仲裁机构、法律援助中心、公司企业、社区、市场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调解委员会、消费者协会等单位。吉首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立足大湘西，

面向武陵山（片区），辐射中西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综合素质高、能卓有成效

地解决基层法律问题的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非法学方向）和高层次的专门型、

实务型法律人才（法学方向）。目前，吉首大学法学专业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武陵山片区基

层单位建立了众多的实践教学基地，建立“高校﹢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机制，实行双导师

制度，每个研究生配备理论导师一名、实务导师一名。本学位点现有专兼职教师 40 多人，

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11 人，博士 11 人，在读博士 6 人；“双师型”教师 20 余人；省

级学科带头人 3 人；有相关职业资格证的文 150 余 12 人；在实务部门挂（兼）职或担任业

务指导专家 15 人。近年来共获国家课题 10 项，省部级课题 42 项，发表高级别论篇，出版

教材、专著 20 部，有国家教学成果奖等各级各类奖项 20 项。

法律硕士设有三个方向：1. 司法实务：随着法治国家建设战略的推进，司法实务部门

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法律硕士需求不断增长。司法实务方向主要培养较好掌握司法实

务理论和技能，能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律师实务所从事司法实务的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

才。2. 政务法务：法治政府和权力法治战略的实施，必然对相关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需求日

益增长。政府法务方向主要培养掌握政务法治理论和实务，能在政府及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立

法、行政执法、公职律师等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3.企业法务;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

经济。与市场服务密切相关的公司以及社会服务中介组织（如公证、仲裁、法律援助等）也

迫切需要大量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企业法务方向主要培养掌握企业法务理论和实务，能

在公司及社会组织单位从事企业法律顾问、金融证劵法务、民间调解等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

法律人才。

地 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南路 120 号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

邮 编： 416000

联 系 人：杨瑾 0743-8563890 0743-8565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