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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93_E

4_B8_9A_E5_AD_A6_E4_c78_645008.htm 经常有许多考生向我

们打听关于MBA和法律硕士的问题，问自己能不能报考，是

否适合报考等等。MBA和法硕其实只是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中常见的两种。目前，我国经批准设置的专业硕士学校

已达15类，主要包括：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

士(MPA)、工程硕士(ME)、法律硕士(J.M)、会计硕

士(MPACC)、公共卫生硕士(MPH)、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

士、教育硕士、艺术硕士、体育硕士、风景园林硕士等。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试芝行全国联考，有两种联考，一种在

每年年初(与普通研究生统考时间相同)，该类研究生一般获

得双证(有些专业也只能获硕士学位证书)；另一种在每年10

月份(在职硕士研究生联考)，该类研究生只能获得硕士学位

证书。以下重点介绍法硕。 法律硕士(J.M) 从2000年开始，专

业课实行全国联考(统一命题、统一阅卷)，并限招收非法学

专业考生(在职法硕没有此限制)。目前全国有48年高校招收

法律硕士研究生。 1、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区别。前者是

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主要为立法、司法、行

政执法、法律服务与法律监督部门以及经济管理、行政管理

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后者则是法学学

位系列的一个层次。我们通常所说的“考法律专业的研究生

”一般都是指报考法学硕士。 2、教学方面。法律硕士学制2

年。教学内容与法学硕士有很大不同，侧重于实务方面。根

据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覆盖法学二级学科的主要内容，课程结构要体

现应用型和复合型的要求，将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作为重要

的培养任务和内容。职业能力包括法律职业思维方式和能力

、法律职业行动方式和技能。培养的主要内容为：(1)对各种

社会现象(包括案例)能够自觉地运用职业思维和法律原理来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2)较熟练地进行法律推理

。(3)熟练地把握各类诉讼程序，进行事实调查与取证。(4)熟

练地从事代理与辩护业务，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如法律咨询

、谈判、起草合同)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5 )有起草

法规的一般经验。法律硕士采用全日制脱产和非全日制不脱

产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脱产学习为二至三年，非全日制学

习不超过四年。 3、报考对象。2000年起，年初的统考不再允

许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含同等学力)报考，而只招收具有大

学本科学历(或同等学历)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生。具体来说下

列13个专业不得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学、经济法、国

际法、国际经济法、劳动改造法、商法、公证、法律事务、

行政法、律师、涉外经济与法律、知识产权法、刑事法。对

于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鼓励报考法学硕士研究生。这项措

施大大降低了考试的竞争压力。但是，10月份的在职联考允

许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报考。 4、考试方面。2002年开始实行

全国联考。初试科目共4门：外语100分，政治(文)100分，专

业基础课(刑法学、民法学)150分，综合课(法理学、宪法学、

中国法制史)150分。其中政治、外语使用全国统考试卷，两

门业务课的命题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承办。考试大纲由教育部

考试中心有关单位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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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时间、地点、科目

、方式由招生单位自定。复试办法和程序由招生单位公布。

5、录取方面。法律硕士的录取类别包括计划内非定向培养、

计划内定向培养、计划外委托培养、计划外自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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