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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6_B3_95_E

5_BE_8B_E7_A1_95_E5_c80_644816.htm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和企

业管理等实际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的规定，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法院法官，担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均应当具备法律专业硕士学位以上文化

程度。 另外，有相当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后，

考取了法学博士研究生。因此，对于广大非法律专业考生来

说，考取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在高起点上直接从事

法律工作或进一步深造的最佳选择。 市场急需的四类法律人

才 第一类：熟悉涉外法律方面的人才。擅长民法、商法、经

济法的人才可以考虑这些发展的方向：WTO法律人才、涉外

律师。据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WTO法律人才相

当缺乏。在全国十几万名律师中，能办涉外事务的不过2000

多人，能够熟练用外语参与谈判、签订合同的律师仅有二三

百人，而且有一大半都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 第二类：擅长

房地产方面法律的人才，这些人才除了要熟知关于房地产的

法律法规，最好还要了解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技术知识。像房

地产按揭工作等。 第三类：侧重金融方面的人才。包括保险

、投资、国有资产、期货、证券等方面的律师、代理人，这

些人不但要通晓一般法律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对各专业法律

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包括公司法、税法、收购与兼并、资产

重组、银行、证券等方面的法律。最好还有政府颁发的代理



人资格、国有资产产权界定资格、证券律师资格等专业资格

。这些具有专业特长的律师能确保向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针

对性强、质量高、富有效率的专家服务，同时也降低了客户

为获取法律服务所支付的费用。 第四类：熟悉知识产权法的

律师，除了掌握有关知识产权法的基础理论外，还要关注国

际上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知识产权近年来不

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新发展，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完善

，所以必须跟得上发展。 十年内法律硕士毕业研究生仍是紧

缺人才 作为跨专业考研的典型代表就是法律硕士，它吸引好

多非法律专业的考生，不管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科纷纷投报。

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考法律硕士呢，用我们专业分类，法律硕

士可归为既是精神满足型又是物质实现型的专业，它是一门

可以满足申张正义、为社会弱势群体代言的精神需求，又可

以得到丰厚物质回报的专业。另外法律硕士是全国一张卷，

突现公平竞争，这些因素也正是考生报考的主要原因。 作为

一门专业硕士---我国的法律硕士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专才非常缺乏，在现在的政法系统

和社会上法律服务队伍都急需法律高素质人才来补充。1996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八所院校首批招收法律硕士

研究生，当时该类法律硕士是允许法学专业考生报考的。这

时候就隐含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这类法律人才专业口径过窄

、人才规格单一，加上招生方法及培养模式均不适于高层次

的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难以满足现代化建设特

别是政法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等等。矛盾出现后，我国开始

需求新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在参考了美国的法律硕士培养

模式后，开始对法律硕士教育模式开始改革，从2000年开始



，专业课实行全国联考(统一命题、统一阅卷)，并且根据中

国的国情允许同等学历的考生报考。这项举措被很多法律界

人士称为我国法律教育史上的重大改革，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发展都是需要

多专业背景的法律硕士来发挥重要作用的，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满足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的需求，才能培养出有特定专业

背景的高层次、宽基础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 法律硕

士毕业生广阔的就业前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跨专业的考生报

考，报考法律硕士不分专业，面更广，同时具有法学专业不

具有的优势，所以说法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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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