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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级法学专业培养计划

一、培养目标

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引领，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体，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特色，培养具有

坚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刻理解中国国情，认同法律职业伦理，精通法律并复合经济和科技

知识，具备 “ 人格 - 知识 - 技能 ” 三位一体的 “ 应用型 ” 与 “ 复合型 ” 并重的卓越法律人才。

二、毕业要求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公民素质，

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伦理原则，恪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学研究或相关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

法律思维、法律方法。

3．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

门相应的任职要求。

4．具有较强的人际交流能力，具有良好的口头表达、文字表达等交流、沟通能力，善于倾听，

善于进行文书材料的整理、分析和提炼。

5．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具有合作精神和服务意识，具有快速适应社会环境、有效应

对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基本能力。

6．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能力。

 三、主干学科

理论法学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科、民商法学科、刑法学科、诉讼法学科、经济法学科、

国际法学科 

四、专业核心课程

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

经济法、商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五、双语、全英语教学课程

海商法、国际投资法、法律英语。

六、计划学制

4 年。

七、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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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分基本要求

毕业学分要求：170.5 学分。第二课堂学分要求：6 学分。

九、辅修专业学分要求及授予学位

学分要求：38.5 学分。

授予学位：辅修法学学士学位（申请与主修专业不同学科门类的辅修专业学位，需加修综

合实践（论文）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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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一）通识课程  45 学分

1．通识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33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237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3.0 一1 考查

G237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 32 2.0 一2 考查

G237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0 64 4.0 二1 考试

G237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48 3.0 二2 考试

G237005 形势与政策 2.0 32 2.0 四1 考查

G209031 大学英语 4.0 64 4.0 一1 考试

G209032 通用学术英语 4.0 64 4.0 一2 考试

G226005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4.0 64 4.0 一2 考试

G113001 大学军事理论 2.0 32 2.0 一1 考试

G213001 体育Ⅰ 1.0 32 2.0 一1 考查

G213002 体育Ⅱ 1.0 32 2.0 一2 考查

G213003 体育Ⅲ 1.0 32 2.0 二1 考查

G213004 体育Ⅳ 1.0 32 2.0 二2 考查

G117105 法学专业导论 1.0 16 1.0 一2 考查

2．通识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12 学分

通识选修课分为人文情怀 , 社会责任 , 科学素养 , 国际视野 , 创新创业模块。学生应在每一

个模块内至少选修一门课程。

（二）大类基础课程  50.5 学分

1．大类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48.5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271002 行政学导论 2.0 32 2.0 一1 考试

G217001 法学导论 2.0 32 2.0 一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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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210013 高等数学Ⅰ 5.0 80 5.0 一1 考试

G105376 经济学导论 2.0 32 2.0 一1 考试

G117061 宪法学 2.0 32 2.0 一2 考试 √

G117096 法理学（I） 2.0 32 2.0 一2 考试 √

G271003 社会学概论 2.0 32 2.0 一2 考试

G105377 管理学概论 2.0 32 2.0 一2 考试

G117087 民商法概论 2.0 32 2.0 一2 考试

G117089 民法学Ⅰ 3.0 48 3.0 二1 考试 √

G117091 刑法学Ⅰ 3.0 48 3.0 二1 考试 √

G117092 刑法学Ⅱ 3.0 48 3.0 二2 考试 √

G117094 民事诉讼法学 4.5 72 4.5 二2 考试 √

G117090 民法学Ⅱ 3.0 48 3.0 二2 考试 √

G117093 刑事诉讼法学 4.5 72 4.5 三1 考试 √

G117088 国际法学 2.0 32 2.0 三1 考试 √

G11709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4.5 72 4.5 三1 考试 √

2．大类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2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X126001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预科） 1.0 16 1.0 一1 考查

G105327 应用统计学C 2.0 32 2.0 一2 考查

G101066 化工基础 2.0 32 2.0 二1 考查

G105144 会计学B 2.0 32 2.0 二1 考查

G107002 心理学 2.0 32 2.0 二2 考查

G106004 生物基础 2.0 32 2.0 二2 考查

G105231 纳税筹划实务B 2.0 32 2.0 三1 考查

G103004 电子技术基础 B 2.0 32 2.0 三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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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  45 学分

1．专业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35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117081 中国法制史 3.0 48 3.0 二1 考试

G117048 商法学 4.0 64 4.0 二2 考试 √

G117027 合同法 2.0 32 2.0 二2 考试

G117071 证据法学 2.0 32 2.0 三1 考试

G117097 法理学（Ⅱ） 3.0 48 3.0 三1 考试

G117031 经济法 3.0 48 3.0 三1 考试 √

G117018 国际经济法 3.0 48 3.0 三1 考试

G117098 知识产权法（B） 2.0 32 2.0 三2 考试

G117013 法医与司法鉴定 3.0 48 3.0 三2 考查

G11703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0 32 2.0 三2 考试

G117021 国际私法 3.0 48 3.0 三2 考试

G117069 刑事侦查学 3.0 48 3.0 三2 考查

G117028 环境资源法 2.0 32 2.0 三2 考试

2．专业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10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117029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2.0 32 2.0 二2 考查

G117046 侵权责任法 2.0 32 2.0 二2 考查

B117003 法律英语（双语） 2.0 32 2.0 二2 考查

12339 法律诊所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14 犯罪学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15 房地产法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01 保险法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53 司法职业与司法伦理 2.0 32 2.0 三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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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117070 刑事执行法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43 票据法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30 金融法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052 司法文书 2.0 32 2.0 三2 考查

B117001 国际投资法（双语）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072 证券法 2.0 32 2.0 三2 考查

B117004 海商法（双语）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056 外国刑法学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023 国家赔偿法 2.0 32 2.0 三2 考查

（四）集中进行的实践教学环节  30 学分

1．实践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30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开设 
学期

备注
辅修 
课程

G132002 大学军事技能训练 1.0 2 一短

G737001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0 2 二短

G517005 专业认识实习 2.5 5 二短

G213007 体质健康训练Ⅲ 0.25 1 三1

G517001 毕业实习Ⅰ 8.0 16 四1

G213008 体质健康训练Ⅳ 0.25 1 四1

G617001 毕业环节 16.0 16 四2

执笔者：金亮新

审核者：于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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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级知识产权专业培养计划

一、培养目标

为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依托法学基础和学校强势工科新设知识产权专业，旨

在以拔尖人才培养为引领，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体，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特色，培养以法学

为基础，具备一定理工管知识背景，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运用等基本能力，又具有富有

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的卓越法律人才和知识产权骨干或领军人才。

二、毕业要求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较好的社科科学修养、较强的管理意识、

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

2．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

事训练合格标准，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好。

3．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掌握一门外语和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外语沟

通能力和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4．较为系统地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和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

职业技术，能应用法学理论知识和技能分析，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能力；

5．掌握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

识和技能，从事知识产权保护、运用、管理工作的基本能力。

6．较熟练地掌握知识产权学科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了解学科的前沿理论与发展动态。

面对各种知识产权社会问题与纠纷，能够运用职业思维和知识产权原理来观察、分析、判断和

解决。

7．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术语、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知识产权管理方法，从事知识

产权保护、管理和运用能力。

8．较熟练地把握和运用知识产权代理的职业技术，从事相关知识产权代理实务。

9．能够掌握专利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知识产权调查、数据收集与

处理、统计分析的能力，能够处理一般的知识产权技术应用方面问题。

10．具有一定的科研和进一步深造能力，有开拓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具有较强的

逻辑分析能力与实际工作能力，具有较好的合作精神。

 三、主干学科

理论法学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科、民商法学科、刑法学科、诉讼法学科、经济法学科、

国际法学科理论法学科、知识产权学科。 

四、专业核心课程

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 经济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法导论、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竞争法、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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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著作权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电子商务法、专利文献检索与利用、专利信息分析与应用、

知识产权代理实务等。

五、双语、全英语教学课程

海商法、国际知识产权法、法律英语。

六、计划学制

4 年。

七、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学位。

八、学分基本要求

毕业学分要求：170.5 学分。第二课堂学分要求：6 学分。

九、辅修专业学分要求及授予学位

学分要求：41.5 学分。

授予学位：辅修法学学士学位（申请与主修专业不同学科门类的辅修专业学位，需加修综

合实践（论文）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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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一）通识课程  45 学分

1．通识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33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237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3.0 一1 考查

G237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 32 2.0 一2 考查

G237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0 64 4.0 二1 考试

G237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48 3.0 二2 考试

G237005 形势与政策 2.0 32 2.0 四1 考查

G209031 大学英语 4.0 64 4.0 一1 考试

G209032 通用学术英语 4.0 64 4.0 一2 考试

G226005 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4.0 64 4.0 一2 考试

G113001 大学军事理论 2.0 32 2.0 一1 考试

G213001 体育Ⅰ 1.0 32 2.0 一1 考查

G213002 体育Ⅱ 1.0 32 2.0 一2 考查

G213003 体育Ⅲ 1.0 32 2.0 二1 考查

G213004 体育Ⅳ 1.0 32 2.0 二2 考查

G217003 知识产权专业导论 1.0 16 1.0 一2 考查

2．通识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12 学分

通识选修课分为人文情怀 , 社会责任 , 科学素养 , 国际视野 , 创新创业模块。学生应在每一

个模块内至少选修一门课程。

（二）大类基础课程  50.5 学分

1．大类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48.5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210013 高等数学Ⅰ 5.0 80 5.0 一1 考试

G271002 行政学导论 2.0 32 2.0 一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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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105376 经济学导论 2.0 32 2.0 一1 考试

G217001 法学导论 2.0 32 2.0 一1 考试

G105377 管理学概论 2.0 32 2.0 一2 考试

G117087 民商法概论 2.0 32 2.0 一2 考试

G271003 社会学概论 2.0 32 2.0 一2 考试

G117096 法理学（I） 2.0 32 2.0 一2 考试 √

G117061 宪法学 2.0 32 2.0 一2 考试

G117091 刑法学Ⅰ 3.0 48 3.0 二1 考试 √

G117089 民法学Ⅰ 3.0 48 3.0 二1 考试 √

G117092 刑法学Ⅱ 3.0 48 3.0 二2 考试 √

G117094 民事诉讼法学 4.5 72 4.5 二2 考试 √

G117090 民法学Ⅱ 3.0 48 3.0 二2 考试 √

G117093 刑事诉讼法学 4.5 72 4.5 三1 考试 √

G11709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4.5 72 4.5 三1 考试 √

G117088 国际法学 2.0 32 2.0 三1 考试

2．大类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2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X126001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预科） 1.0 16 1.0 一1 考查

G105327 应用统计学C 2.0 32 2.0 一2 考查

G102061 机械设计与制造技术 2.0 32 2.0 二1 考查

G105144 会计学B 2.0 32 2.0 二1 考查

G105231 纳税筹划实务B 2.0 32 2.0 二1 考查

G103004 电子技术基础 B 2.0 32 2.0 二2 考查

G107002 心理学 2.0 32 2.0 三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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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  45 学分

1．专业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35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117080 中国法制史 2.0 32 2.0 二1 考试

G117027 合同法 2.0 32 2.0 二2 考试

G117048 商法学 4.0 64 4.0 二2 考试 √

G217002 知识产权总论 2.0 32 2.0 二2 考试 √

G117071 证据法学 2.0 32 2.0 三1 考试

G117102 知识产权管理学 2.0 32 2.0 三1 考试

G117050 商业标识法 2.0 32 2.0 三1 考试 √

G117106 国际经济法(B) 2.0 32 2.0 三1 考试

G117083 著作权法 2.0 32 2.0 三1 考试 √

G117031 经济法 3.0 48 3.0 三1 考试

G117084 专利法 2.0 32 2.0 三1 考试

G1170351 法理学（Ⅱ）B 2.0 32 2.0 三1 考试

G117101 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利用 2.0 32 2.0 三2 考试 √

G117034 竞争法 2.0 32 2.0 三2 考试 √

G117022 国际私法(B) 2.0 32 2.0 三2 考试

G11703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0 32 2.0 三2 考试

2．专业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10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117029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2.0 32 2.0 二2 考查

G117003 电子商务法 2.0 32 2.0 二2 考查

B117003 法律英语（双语） 2.0 32 2.0 二2 考查

G117046 侵权责任法 2.0 32 2.0 二2 考查

G117030 金融法 2.0 32 2.0 二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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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G117053 司法职业与司法伦理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01 保险法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43 票据法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15 房地产法 2.0 32 2.0 三1 考查

G117028 环境资源法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104 知识产权评估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059 网络与知识产权法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107 知识产权代理实务 2.0 32 2.0 三2 考试

G102062 机械CAD技术基础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072 证券法 2.0 32 2.0 三2 考查

B117004 海商法（双语） 2.0 32 2.0 三2 考查

B117002 国际知识产权法(双语）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103 知识产权贸易与投融资 2.0 32 2.0 三2 考查

G117052 司法文书 2.0 32 2.0 三2 考查

（四）集中进行的实践教学环节  30 学分

1．实践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30 学分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开设 
学期

备注
辅修 
课程

G132002 大学军事技能训练 1.0 2 一短

G737001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0 2 二短

G517005 专业认识实习 2.5 5 二短

G213007 体质健康训练Ⅲ 0.25 1 三1

G517001 毕业实习Ⅰ 8.0 16 四1

G213008 体质健康训练Ⅳ 0.25 1 四1

G617001 毕业环节 16.0 16 四2

执笔者：潘灿君

审核者：于世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