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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6_8C_87_E8_c80_235647.htm 考研能否成功，一方

面取决于研考成绩，另一方面取决于报考的学校及专业。因

此，报考对考生来说极为重要，不仅影响考生能否被理想的

学校和专业所录取，还将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为此，每个考

生都应当掌握最基本的报考技巧，认真比较，慎重选择，报

考最适合的学校和专业。一次正确的抉择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使你终身受益；反之，你可能遗憾不已，甚至抱憾终生。

所以在报考法硕前，你要了解下面两件事。以确保自己做出

正确的选择。 一、思考自己是否适合学习法学 这是每一个打

算报考法学或法律硕士的考生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考生在

作出决定之前应当了解一下有关院校法学和法律硕士的招生

情况，掌握基本情况。近年来，法学研究生的招考日渐升温

，成为文科类的热门专业，竞争比较激烈。以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为例，1997年法学硕士报考人数为732人，录取101人，

法律硕士756人报考，录取130人；1998年法学硕士报考入数

为765人，录取65人，法律硕士834人报考，录取158人；1999

年法学硕士838人报考，录取78人，法律硕士报考人数为483

人，录取了152人(绝大部分为自费生和委培生)。中国政法大

学1999年法学硕士报考人数为1673人，录取176人，法律硕士

报考l 240人，录取102人；2000年法学硕士报考人数为2040人

，录取198人，法律硕士报考人数为1596人，录取174人。 然

后应当考虑自身阶情况。报考法学或法律硕士要求考生有较

好的文科功底、较强的理解力、记忆力和表达能力。 另外，



考生还要考虑自己的知识结构、兴趣、特长、考研机会、择

业去向等因素，全面权衡，慎重选择。 二、详细了解备选报

考学校及专业的有关情况，确定目标院校 决定报考法学或法

律硕土后，考生应当详细了解备选备考学校及专业的有关情

况，这些情况是考生选择学校及专业时应当予以考虑的因素

，并以此作为选择的依据。同学们必须了解的学校及专业情

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报考条件。 各院校对报考条件均有

明确规定，有些院校还对某些专业另附特别条件。考生在报

考前应当对报考院校及专业的报考条件认真阅读，仔细核对

自己的情况是否符合报考条件，不可疏忽大意，推测自己符

合报考条件，更不可弄虚作假，“创造”条件，企图蒙混过

关。因为各院校在收到考生的报考材料后要进行核查，符合

报考条件的，发给准考证，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不发给准考

证。弄虚作假即使侥幸过了第一关，到复试审查档案时仍会

露出马脚，情节严重者还可能受到纪律处分，最终自食其果

。 2.各大名校相关信息及历年招生情况。 了解有关院校及专

业的招生情况，有助于考生决定报考院校及专业。这些情况

包括：报考人数、录取人数、录取比例、生源等。总的说来

，重点院校比普通院校竞争激烈，综合院校比法律院校竞争

激烈，大城市所在院校比一般城市所在院校竞争激烈，热门

专业比普通专业竞争激烈，现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近几年的报名及录取情况为例加以

说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报考入数为838人，录取78人。录

取比例为：法理学：3：31；法律思想史：6：37；宪法学：5

：49；刑法学：7：93；诉讼法学：10：1265民法学：25：231

；国际法学：7：846经济法学：15：187。 中国政法大学几个



专业录取比例为：民法学：15：288；诉讼法学：23：289；经

济法学：16：184；国际法：7：73；刑法学：25：353；国际

经济法：8：92；行政法学：15：109；法律硕士103：884。 

由此可见，法学几乎无冷门专业。一般说来，民法学、经济

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竞争最为激烈；法理学、行政法学、刑

法学、民诉法学次之，法制史、宪法学、刑诉法学、法律思

想史再次之。关于生源，一般院校均面向全国招生，只是有

些学校(如北京大学)推荐和保送名额较多，而有些学校(如中

国人民大学)保送、推荐名额较少。 学校及专业有关情况的获

得有多种途径，但信息来源要可靠，并进行核实，切忌捕风

捉影、道听途说，以防误导。获得有关信息阶恰当途径主要

有以下三条： (1)查阅招生简章。 查阅招生简章是获得研考信

息最可靠的途径。不论以前是否报考过该校，都应当索购当

年的招生简章，认真阅读，查清报考条件、报名手续、报名

时间、考试科目和招生人数等。特别是报名条件和考试科目

经常发生变动，如不及时了解，可能贻误时机。如从2000年

起非在职法律硕士不再招收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含同等学

力)，专业课实行全国联考；北京大学自1997年起考试科目有

重大调整。 (2)向往届的研究生咨询。 往届的研究生，特别是

一年级的研究生，对本校、本专业的有关情况了如指掌，对

报考和应考有切身体验，向他们咨询有关报考条件、报名手

续、考试科目、招生情况、指定教材、试题特点等情况，可

谓事半功倍、切实可行。 (3)向导师或研招办咨询。 导师对本

专业的情况，特别是指定教材、试题特点、考试范围等情况

非常熟悉，向他们咨询这方面阶情况将受益匪浅。 同学们只

有在报考法硕前做好这两件事，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



出理想而又明知的选择，并使自己的这次选择成为你人生腾

飞的起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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