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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专业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以下简称：本院）于 2008 年

9 月成立，是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学院。本

院招收以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法学理论、民商法学、经济

法学。 

各专业博士研究生修满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学位论

文通过答辩，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证和学

位证。 

二、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培养具备原创性研究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层

次法学教学和研究人才。。 

三、研究方向 破产法律制度 

四、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制 三年 学习年限 三至六年 

五、课程设置、教学

计划及学分要求 
（见附表） 

六、培养方式 

本院博士生实行导师集体指导和分别指导相结合的方

式，同时，国内外著名学者将应邀参与教学和培养。本院将

重点围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写，加强博士生的学术研

究能力。 

七、考核方式 

1、学位课考试采取笔试、口试、论文、答辩或写读书报告等

方式进行。 

2、博士研究生学习期满一年半时，应当进行中期考核，由三

位专家组成考核委员会，考核方式为面试。 

八、学位论文选题与

撰写 

1、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后方能进入学位论文的写作阶

段。 

2、学位论文的选题必须在本专业范围以内，选题力求新颖、

具有很强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

选题经本院专家委员会审查通过后确定。 

3、学位论文的写作应遵守《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形式要求》

等相关规章制度，并于第五学期末提交定稿。 

九、学位论文答辩与

学位授予 

1、学位申请材料齐全，内容详实，符合研究生院的相关规定。 

2、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7 名委员组成，其中应包括 2 名

校外专家。答辩与学位授予的程序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

我校有关规定执行。 

十、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经济法基本理论 

1.[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现代经济法入门》，群众出版社 1985

年版 

3.[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著：《经济学》（上下），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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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4.[法]阿克莱西.雅克曼等著，宇泉译：《经济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5.[美]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6.[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 

7.[美]斯蒂格利茨著：《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8

年版。 

8.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9.[德]罗尔夫斯特博著，苏颖霞，陈少康译：《德国经济行政法》，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0.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1.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2.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3.邱本著：《经济法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14.[英]亚当.斯密著：《国富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15.[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16.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2006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7.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8.李曙光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二部分：市场规制法 

1.孔祥俊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2.孔祥俊著：《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3.[美]马歇尔.霍华德著：《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孙南申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4.[英]约翰.亚格纽著：《竞争法》许海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版 

5.贾俊玲．张智勇：《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讲座》，改革出版社 1995

年版 

6.曹士兵著：《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 

7.李昌麒．许明月编著：《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8.王晓哗：《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9.王晓哗：《竞争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 年版 

10.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 

11.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 

12.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13.邵建东：《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版 

14.李国海：《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研究》中国方正出版 2002 版 

15.波斯纳：《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6.文学国著：《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

为的规制》，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17.吕明瑜：《竞争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18.许水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19.王先林：《WTO 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0.吴伟达：《反垄断法视野中的价格竞争》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1.谢晓尧：《竞争秩序的道德解读：反不正当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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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22.沈四宝，刘彤：《美国反垄断法原理与典型案例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版 

23.徐士英等著：《竞争法新论》2006 年版 

24.胡甲庆：《反垄断法的经济逻辑》厦门大学出版 2007 版 

25.赵杰：《垄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6.郭德忠：《专利许可的反垄断规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年版 

27.朱家贤：《反垄断立法与政府管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三部分：宏观调控法 

1.徐孟洲主编：《中国金融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版 

2.陆译峰：《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3.吴志攀：《金融法概论》（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4.朱大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5.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6.强力：《金融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7.张守文：《税法原理(第 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2004 年版 

8.张馨：《透视中国公共债务问题：现状判断与风险化解》北京，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9.何立慧主编：《金融法原理》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0.王志诚：《金融资产证券化--立法原理与比较法制/国际金融法论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版 

11.吴志攀：《中央银行法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版 

12.刘飞：《反洗钱金融立法与洗钱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版 

13.台冰：《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法律问题研究/国际金融法论丛》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版 

14.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版 

15.刘隆亨：《银行金融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6.殷少平：《金融法》人大出版社 2005 年版 

17.周剐志：《论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作为财政宪法学的一种理沦

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8.郭雳：《中国银行业创新与发展的法律思考/国际金融法论丛》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6 版 

19.高晋康、谈李荣：《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法制建设》西南财经大

学出版社 2006 版 

20.张智勇：《欧盟货币金融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版 

21.齐爱民、崔聪聪：《电子金融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版  

第四部分：经济学著作 

1.［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

馆 1981年版。 

2.厉以宁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0年版。 

3.[美]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0年版。 

4.［美］保罗·A·萨谬尔森、威廉·D·诺特豪斯著，高鸿业等译：

《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年版。 

5.樊纲著：《改革的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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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6.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

联书店 1995年版。 

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孙经纬译：《新制度经

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8.王巍、李曙光等著：《管理者收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9.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10.陈良富著：〈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 

11.李郁芳著：〈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微观规制行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12.吴敬琏著：《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13.［美］斯蒂芬·佩因曼著，陆正飞、刘力译：《财务报表分析与证

券定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年版。 

14.萨谬尔·韦弗、弗雷德·威斯顿著,周绍妮、张秋生译：《兼并与收

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年版。 

15.［德］马克思著：《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 2004年版。 

 

中欧法学院中方联席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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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及学分要求 

经济法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及学分要求一览表 

类 别 课程名称 课程门数 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教学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  注 

必
修
课
程 

学 

位 

公 

共 

课 

第一外国语 欧洲法律传统  4  1 讲授 考试  

学科方法论 学科方法论  1 18 1 讲授 
考试 

论文 
 

政治理论课 当代中国法制  2 36 1 讲授 
考试 

论文 
 

专业

学位

课 

集体指导课 交叉法学专题  4 72 1  
考试 

论文 
 

导师指导课   4 72 2  
考试 

论文 
 

选
修
课
程 

 

最多设置两门 

 

4 72   
考查 

论文 

是否设选修课，由

学科决定，每门课

程 36课时，各计

2学分 
  

补
修

课
程 

 2   72   考查 由学院安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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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补修有关

课程，各记 2学

分。 

其他培养环

节 

1.学期论文和读

书报告 

（导师考核） 

博士研究生第一至第四学期，每学

期应当提交学期论文和读书报告各一

篇，学期论文每篇不少于 8000 字，读

书报告每篇不少于 4000 字。学期论文

和读书报告的考核工作由导师负责。 

博士研究生完成学期论文和读书

报告达到规定要求的数量个质量，分别

计 2学分，共 4学分。 

4 

    
博士生所修学分不

低于 6学分。 
2.教学实习 

（导师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担任不少于 1 门课

程的教授助手工作。可以教学助理、组

织讨论、辅导答疑、资料搜集等多种形

式进行。完成教学实习的，导师负责考

核，计 2学分。 

2 

3.科研研究 

 

博士研究生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

学校其他科研项目、实践部门科研项目，

以及二级培养单位自设的科研项目等课

题研究，持续时间达 2 学期，并提交相

应的科研成果作为考核依据，经指导教

师认可，二级培养单位审核，研究生院

批准，计 2学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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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