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院简介

河南大学法学院源于 1907年的河南法政学堂，先后经历了河南法政专门学校（1912）、国立第五

中山大学法学院（1929）、省立河南大学法律系（1930）、国立河南大学法学院（1942）等阶段，1985

年恢复重建河南大学法律系，1996年成立河南大学法学院，2003年获批法律硕士授权点，2011年获批

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2年起连续入选省级一级重点学科，2014年自主设置“司法文明史”二级学

科博士点，2018年成立知识产权学院，与法学院合署办公。百余年来，学院秉承“教学与科研并重，实

践与创新齐举”的办学理念，谨遵“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和“法天立极、会通中西”的院训，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突出贡献。

法学院现由我国著名法学家郝铁川教授担任名誉院长，师资梯队中教授、副教授 50余人，拥有法

学博士学位者 60余人，河南省特聘教授 1人，校特聘教授 1人，河南省高层次人才 2人，河南省中青

年法学家 3人，校黄河学者 1人，20余人先后在德国、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

亚等国家留学访问或攻读学位。现有研究生导师 165人，其中学院专职导师 63人，司法实务部门的职

业导师 92人。同时，法学院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

育培养基地、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地、河南省本科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河南省研

究生教育创新培养基地等人才培养平台，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司法文明研究所、河南法治政府研究院等高层次科研

平台。学院图书资料中心拥有专业书籍 20000余册，订阅中外文法学研究类、法规类、实践类专业期

刊 100多种，另有模拟法庭、刑侦实验室、庭审直播系统等教学配套设施。

进入新世纪的法学院，教学和科研均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近五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7项，

其中重点项目 2项，在 SSCI、CSSCI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110余篇；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 200余场，

持续主办“中俄比较法论坛”“中原刑事司法论坛”“中原破产法论坛”“中原公司法论坛”等品牌会议，

学术及学科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校研究生主持校级研究生“英才计划”10余项、市厅级科研项目 400

余项，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 40余项，获得国家及河南省法学会各研究会年会优秀论文奖及开封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调研课题奖等诸多学术荣誉，研究生在校期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平均通过率达 70%。同

时，法学院坚持法学教育面向学生、面向社会、面向世界，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理论与实践并重”

的培养目标，重点培养专业基础扎实、职业技能熟练、知识结构合理的应用型卓越法治人才的基础上，

注重研究生理论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导师同时承担培养研究生业务素质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双

重任务，加强专业理论前沿问题的讲授，并注重与司法实务的联系。常年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实务

部门专家授课，以讲座、座谈等方式丰富课堂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学院优秀学生成长及

在中原法学相关机构形成极大覆盖率的培育机制实效显著，诸多毕业生已成为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及

企事业单位的中坚力量。





法学院招生专业目录（学术型）

单位代码：004 联系人：古老师 咨询电话：0371-22864222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拟考试招生

人数

初试

考试科目

复试

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030100 法学

01(全日制)法学理论

02(全日制)法律史

03(全日制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04(全日制)刑法学

05(全日制)民商法学

06(全日制)诉讼法学

07(全日制)经济法学

08(全日制 )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学

09(全日制)国际法学

10(全日制 )知识产权法

学

11(全日制)司法文明史

38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4 法理学、宪法

学

④809 民法学、刑法

学

方向 01：①国际公法 ②民事诉讼法；

方向 02：①国际公法②中国法律史；

方向 03：①国际公法 ②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

方向 04：①国际公法②刑事诉讼法；

方向 05：①国际公法 ②商法；

方向 06：①国际公法②民事诉讼法；

方向 07：①国际公法②经济法；

方向 08：①国际公法②环境资源法；

方向 09：①国际公法 ②民事诉讼

法；

方向 10：①国际公法②知识产权法；

方向 11：①国际公法②中国法律史；

方向01、02、

03、05、06、

07、08、09、

10、11：

知识产权法

刑事诉讼法

方向 04：

知识产权法

民事诉讼法

初试参考书目

614 法理学 宪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809 民法学 刑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复试参考书目

国际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公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民事诉讼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中国法律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

新版

刑事诉讼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商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经济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环境资源法：汪劲著：《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知识产权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知识产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知识产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法学院招生专业目录（专业学位）

单位代码：004 联系人：古老师 咨询电话：0371-22864222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拟考试招生

人数

初试

考试科目

复试

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F1(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5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

学）

④498 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外语测试

专业面试

不加试

035102 法律（法学）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F1(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5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97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

④497 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外语测试

专业面试

①知识产权法

②民事诉讼法

035400 知识产权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762 知识产权总论

④886 法学概论

外语测试

专业面试

①知识产权法

②知识产权管理

初试参考书目

《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及考试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及考试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吴汉东：《知识产权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吴祖谋：《法学概论》，法律出版社最新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知识产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朱雪忠：《知识产权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