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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精神，为了拓展人才

培养的类型和规格，加快培养社会急需的复合型、应用型高

层次专门人才，1991年来，针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不同

行业背景、不同类型、不同规格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学位、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公共管

理硕士学位（MPA）等专业学位。 截止到2001年，全国56所

高校有权授予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已授予学位3026人，就读

规模已达13890人；28所高校有权授予法律硕士学位，就读规

模达3628人；29所高校有权授予教育硕士学位，就读规模

达1700人；70所高校有权授予工程硕士学位，就读规模达5690

余人；43所高校有权授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就读规模1678

人；12所高校有权授予建筑学硕士学位，己授予学位200人。

专业学位的设置，是我国学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

改变了我国学位类型、规格单一的状况，推动了复合型、应

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学位

制度。经过多年的试点和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成立了由培养单位的专

家、学者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共同组成的全国性

教育指导委员会，如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全



国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等，这些指导委员会作为国家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专业性组织，在制定培养方案、师资培训、教材与案

例的建设、质量评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J.M）的由来？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专

业学位的一种，是在借鉴美国、欧洲等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

型法律专门人才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教育实际而建

立起来的。目前我国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似于美国的J.D

（Juris Doctor），但两者在内涵和层次上又不同，美国的J.D

主要是培养律师的，而且在层次上属于Doctor（博士）；我

国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对象比较宽泛，涉及律师、法

官、检察官以及法律服务、法律监督和经济管理、社会管理

等方面的法律专门人才，在层次上属于Master（硕士）。根

据这种情况，为了叫法上的方便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借

鉴MBA的做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英文对应名称

为Juris Master，简称J.M. 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 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中的“法律”是指职业领域，它是指具有特

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是培养高层次的法律实践专

门人才的专业学位。它的特点是： 第一，它是一种专业学位

。它虽然与法学硕士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同一规格，但类型

不同，各有侧重。根据培养方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主要培

养面向法律实务部门中级以上专业和管理岗位的专门人才。 

第二，它是以法律为职业领域的，或具有法律职业背景的专

业性学位。这使得它不同于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或公

共管理硕士学位（MPA）等其他职业领域的专业学位。 第三

，它是一种高层次的学位。这是因为法律专业的特点决定的



，这个学位的培养目标就是以能够胜任法律实务工作为基准

。要达到“实践部门中级以上（含中级）专业与管理职务的

任职要求”。这就是说，其人才培养目标不同于法律本科教

育的培养目标，而是高层次的、即达到硕士研究生水平的一

种学位。 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的区别？ 我

国的高层次法律研究生教育包括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和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主要招收法律专

业本科生，分为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

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等专业，

主要培养面向法律教学、科研和实务部门的专门人才。 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只招收非法律专业本科生（含同等学力

者），不再划分具体专业，其知识结构是宽口径、厚基础、

复合型，主要培养面向法律实务部门的通用人才。 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与法学硕士学位处在同一层次上，各有侧重。前者

是应用型、复合型高级法律人才，后者是学术型、专业型高

级法律人才。从长远来看，随着法律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教

学、科研人才应主要通过法学博士学位教育来培养，法学硕

士学位将逐渐减少，最终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并轨。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学位，一方面为法律实务部

门输送人才，另一方面也将为法学博士学位教育提供宽广的

生源基础。 五、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院校有那些？ 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创始于九十年代中期，是随着我国

法治建设的发展，加快与国际法律教育接轨，满足社会对高

级法律人才的需求而设立的。 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八所高校首

批试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到2001年国家已批准28所



高校有权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它们是： 1996年批

准的第一批：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

南政法大学。 1997年批准的第二批： 厦门大学、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 1998年批准

的第三批：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湘潭大学、

四川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

1999年批准的第四批： 清华大学、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山

西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 六、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的种类 有那些？ 目前，我国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包括两

种。 第一种是参加每年一月份全国28所高校联考的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对象为应届或往届的非法律专业本科

毕业生（含同等学力者）；考试科目为四门：政治（100分）

、外语（100分）实行全国统考，专业基础课（150分）和综

合课（150）分实行全国联考；考试用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大纲》和《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指南》。录取类别包括计划

内非定向、计划内定向、计划外委培和计划外自费，学习方

式有全日制脱产学习和在职不脱产学习，毕业时获硕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第二种是参加每年十月份全

国28所高校联考的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即“五部委

法硕”），招生对象为具有法律或非法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年龄在45岁以下的法律实践部门在职人员；考试科目为四

门：政治由各校自行命题，外语、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课实行

全国联考，考试用书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在职攻

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英语（日语、俄语、德语）考试大纲》



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

考考试大纲》、《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指南》

。录取后全部是委托培养，采取脱产、半脱产和在职兼读等

多种方式学习，毕业时只获硕士学位证书。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