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法学 

学位授权点代码： 0301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法学学位授权点现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资

格，设有 10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包括 14 个研究方向，建

有法学博士后流动站。法学学位授权点现拥有法学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予资格，设有 10个研究方向。 

选优配强辅导员团队，明确辅导员工作职责和岗位要

求，强化队伍日常工作考核和年终述职考评，优化“辅导

员+班导师”合力育人模式。提升科研创新能级，推进学习

型辅导员队伍建设。研工组获评 2023 年度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先进集体。 

组建高效有力的就业工作队伍，就业工作责任到人，

多次召开应届生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学科专业进行就

业率排名，班级就业情况周更新。充分广泛挖掘就业岗位，

开拓各类就业渠道、岗位百余个。本学位点成功举办春季、

秋季就业实习双选会。搭建优质平台，多措并举高发展，

构建全链条培养机制，引导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

立业，举办“琢玉”选调生训练营、模拟公务员笔试、“雏

燕归巢”选调生返校座谈会等。 

法学学位授权点有教师 59 人，其中教授 32 人，副教

授 19 人，讲师及青年副研究员 8 人；博士后 3 人。今年共

有 23 名教师参与人才项目申报、福利待遇申请、评奖评优

推荐等。其中有 4 名教师入选上海市及国家级人才计划，



所入选的人才计划均为本授权点近五年首次荣获；2 名教师

获复旦大学奖教金奖励。 

2024 年本学位授权点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22 人，其

中本科直博 1 人；招收全日制法学硕士 58 人，其中推免人

数达 46 人。本年度共授予博士学位 19 人，硕士学位 70 人。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学术硕士录取中推免生占比近八成，本校生源和重点

生源占比较高，反映出学术硕士推免生源质量较好且受本

校及重点院校学生青睐；学术博士录取中长学制占比低，

本校生源和重点生源占比近半。总体来看，学术研究生

（硕士和博士）在推免招生方面，本校生源和重点生源占

比较突出，显示出较好的生源质量。搭建多学科、多院系、

多渠道的交流对话平台，提前布局招生宣讲环节，重点扶

持 PPL 学科交叉培养项目、纪检监察等博士交叉培养方向，

助力推动纪检监察二级学科人才培养与建设。积极发挥复

旦大学交叉学科优势，打造交叉融合课程，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以提升培养实效为目标，系统梳理研究生培养体系。

2024 年起，针对法学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类别多样、研究生

学制多元、培养方案偶有交叉重叠等特点，结合近年来学

生毕业情况、毕业论文质量、生源质量等因素，在广泛调



研并听取师生意见的基础上，对各类别研究生项目的学制、

招生规模、培养方案、导学关系、学费与奖学金政策、支

持保障政策等展开深入调研与分析，适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系统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深化“本研融通”理念，强化本硕博学术创新导向。

强化本硕博学术创新导向，重点优化课程体系，合理衔接

本硕博的教育教学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大力推进“卓博

计划”，提高本校优秀本科生留校深造比例，多渠道提升生

源质量。搭建平台，鼓励本研学生开展学术交流与对话。

推动研究生新生在入学之前与本授权点老师建立起学术沟

通渠道，鼓励师生在本科生毕业阶段建立起多元互动关系。 

不断优化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估监测机制，严把人才

培养出口关。加大研究生论文写作质量的把控力度，适时

修订和完善《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院内匿名评审规则》《法

学院博士、硕士学位申请流程》《法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评

审处理方案》等规范性文件，稳步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突

出学术育人的重要性，完善研究生论文开题、初稿提交、

预答辩等环节管理。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在理想信念与科学道德教育方面，本学位点注重学风

建设，通过“推开法学之门”新生讲座、“铭理书斋”读书



会、学术午餐会等活动，邀请法学理论与实务界专家走进

校园，打造“法治中国”大讲堂品牌，强调学术道德与科

学精神，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学术价值观，激发法治理想。

同时，举办“AI 时代的法律问题”博士生论坛，增强学生

社会责任感。 

在党建与文化建设方面，构建学思践悟育人体系，围

绕“党旗领航”“支部提升”“党员成长”三大计划，开展

主题党日、纪律党课等活动。法律硕士“北辰”党支部获

评教育部“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及复旦大学示范党支

部；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团获评复旦大学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累计培养讲师 71 人，建设理论宣讲课程 81 门，

开展超 200 场校内外宣讲。依托复旦“文化校历”，举办法

律人节、宪法宣传周等活动，弘扬法治文化。 

优化布局学科专业，建立学科人才联络机制，拓展交

叉学科领域人才，扩大战略人才库，为推动人才结构战略

性调整打下坚实基础。深入实施人才培育计划，结合法学

学位点特色厚植人才沃土，积极组织人才项目申报、评奖

评优工作。通过宣传人才支持政策、解读申报要求、组织

辅导培训等举措，提升人才项目申报质量与入选率。 

整合既有国际交流资源，探索机制化派出博士生访问

学习的新路径。通过从汇总招募、对接匹配到专项支持的

一揽子方案，切实提高我院博士生去往境外高水平研究机



构访学的比例，提高我院博士生培养水平、开拓国际视野，

使我院博士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取得更强的竞争力。定期

举办联合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办好第十三届“复旦——康斯

坦茨法学专题研讨会”等师生共同参与的学术会议，推动

研究生与国际学者的深度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