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简况表 
 

 

 

 

学位授予单位 

（盖章） 

名称:北京化工大学 

 

代码:10010 

 

 

 

 名称及级别:法律硕士 

申请专业学位  

 代码:035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表 

2018  年 5 月 3 日填 



  

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标准》中的

代码填写。  

二、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

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

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

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

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专业学位领域（方向）参考《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中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的领域（方向）填写，填写数量由

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领域（方向）数量来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账目的经

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

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面及

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本表封面之上，不

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专业学位类别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

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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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专业学位简介 

I-1  专业学位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简要介绍本专业学位的办学定位、发展历程、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与行业或职业发

展的衔接、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等有关内容。（限 1000字） 

 

北京化工大学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立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方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顺应打造现

代化新型首都圈的法治人才需求，依托学校雄厚工科专业与“双一流”建设背景，以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

法、劳动保障与安全管理法、营商环境与企业发展法为优势与特色领域，坚持“知识教学为基础，实践训

练为导向”的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深具行业知识背景的复合型、应用型的高层次法律

人才。 

北京化工大学法学专业于 1994 年经原化工部批准设立，拥有法学学士学位授予权。2006 年获民商法

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9 年，经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和北京市教委正式批准设立北京知识产权研究基地（省部级）。2012 年被评为北京市特色专业，并设立

法学（知识产权）双学位。2014 年被确立为“法学专业综合改革探索与实践”试点单位。现有专职教师

30 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13 人），兼职行业教师 18 人，学科团队不断壮大，特色优势逐步形成，

具备开展法律硕士专业教育的能力和条件。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法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等政府部门长期支持下，我校建立了人力资源管理中心、北京知识产权研究基地等智库；作为财政部、科

技部、教育部确定的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单位，我校确立了以绿色化工为核心的“双一流”学科建

设方向，开展大化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技术转移、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企业法治等

法律问题研究，具有坚实的学科基础和行业支撑。 

坚持立德树人，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注重培

养学生高尚的职业道德。我校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共发表学术论文 52 篇，其中 CSSCI 期刊 13 篇，过

半的毕业生进入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我校已培养毕业研究生 280 余名，为国家输送了德法兼

修的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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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专业学位领域（方向）与特色（不分领域或方向的专业学位可不填） 

专业学位领域 

（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方向）、特色与优势（限 200 字） 

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法 

 

本领域主要研究技术转移中的权益配置、商业秘密保护、知识产权纠纷解决，

以及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转移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等。特色是立足于

区域经济以及化工产业发展，为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问题提供可行的法律方案。

优势在于：设立于本校的北京知识产权研究基地，多年来承担了包括教育部、科

技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完成

了数十篇研究报告和高质量论文，具有坚实的研究基础。 

 

劳动保障与安全管理法 

 

本领域主要研究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资源法等，以养老保险法、职业

安全卫生法、危险化工品和监控化学品安全管理法制、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为研究

特色。优势在于：本校设立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和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智库，具

有法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的研究团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法学会、北京

社科基金等多项纵向课题；依托学校行业背景，开展化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化工行业的安全、能源、环境等问题。 

 

营商环境与企业发展法 

 

本领域主要研究关于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发展的法律问题，包括证券法、商

业银行法等融资环境法制，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营环境法制，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等企业组织法以及破产法等。该领域取得丰硕研究成果，包括 SSCI

论文 3 篇，CSSCI 论文 20 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司法部、工信部、北京社

科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我校设有化工产业研究院，多位专任教师具有司法机关、

律所或企业法务工作经历，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合作开展法治培训，为

企业合作奠定基础。 

 

 

 

 

 

 

 

 

 

 

 

 

 

 

 

注：专业学位领域（方向）按照各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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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1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行业

经历

教师 

正高级 10 0 1 1 3 3 2 0 8 1 4 

副高级 13 4 2 2 3 2 0 0 11 2 8 

中级 7 2 2 2 0 1 0 0 4 2 4 

其他            

总计 30 6 5 5 6 6 2 0 23 5 16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有海外经历教师人数（比例） 

26 人（86.7％） 0 人（0％） 15 人（50％） 

注：1.“行业经历”是指在相关行业从事工作 3 个月以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行业经历”是指 1 年及以上海外学习

及工作经历，单次时长大于 3 个月。 

2.“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

兼职担任导师/博导人员。 

 

II-2  行业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 

职    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

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1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1 0 0 2 4 1 1 3 5 2 

副高级 5 0 1 1 1 2 0 0 5 0 

中级           

其他 2 2        2 

总计 18 2 1 3 5 3 1 3 10 4 

注：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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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和育东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9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

事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政法大

学,民商法学，

2008.6） 

招生领域 

（方向） 

技术转移 

与知识产权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和育东，工学学士、法学博士。1995 至 2008 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2008 至 2010 年从

事知识产权法博士后研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

事。2011 年曾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圣玛丽大学法学院访学。在《环球法律评论》、《法律

科学》、《科研管理》等期刊发表论文 30余篇，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5 篇。在中

国知网的最高被引次数 80次，高被引指数（H指数）为 12。代表性成果为《美国专利侵权救济》

（法律出版社，2009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项，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点项目 1项。拟承担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法方向的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美、德职务发明制度中的“厚

雇主主义”趋势及其借鉴 

知识产权，CSSCI，第 115-121 页, 

他引 9 次；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

法学全文转载 

201511 

201601 
独著 

国有专利的收益私人化与权益

私有化——美国联邦实验室技

术转移法律激励体系的启示 

科技进步与对策，CSSCI，第 121-124

页，他引 3 次；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创

新政策与管理全文转载 

201409 

201409 
独著 

知识产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

之辩 

知识产权，CSSCI，第 54-59 页， 

他引 36 次 
201303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构建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研究 
201406-201806 18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609-201701 工业产权法 48 硕士研究生 

201703-201707 侵权责任法 32 硕士研究生 

201503-201507 专利代理实务 32 法学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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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范晓波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7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

究会理事，北京知识

产权法学会理事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人民

大学，民商法学

2005.6） 

招生领域

（方向） 

技术转移 

与知识产权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范晓波，法学博士。曾任职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工作，承

担本科和研究生知识产权专业课程教学，具体包括知识产权法概论、商业秘密法、国际知识产权

法，工业产权法、知识产权许可等。担任兼职律师，从事知识产权司法实务工作。担任北京知识

产权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知识产权法学会理事， 最高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著有专著，主编知识产权教材，承担多项省部级项目。代表性成果为专著《知识产权的价值与侵

权损害赔偿》。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3 月休斯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拟承担知识产权法教学

任务及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法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等。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知识产权的价值与侵权损害

赔偿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10 独著 

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

认定研究 

知识产权，CSSCI，第 23-28 页， 

他引 6 次 
201406 独著 

高等学校专利技术转化模式

与机制研究  

知识产权，CSSCI，第 38-43 页， 

他引 17 次 
20141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以专利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额研究 201512-201812 12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301-201712 知识产权法概论 48 法学本科生 

201301-201712 商业秘密法 16 法学本科生 

201301-201712 知识产权许可 32 法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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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蔡中华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0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北京师范大

学, 管理学， 

2006.6） 

招生领域

（方向） 

技术转移 

与知识产权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

历、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蔡中华，管理学博士。承担学校本科、研究生课程多门，教学效果优良，获得“北京化工大

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大赛一等奖”、“北京化工大学青年优秀主讲教师”。 2013 年至 2014年在英

国诺丁汉大学作为访问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主要研究领域为知识产权管理。近年在国内重要期

刊与国际会议上发表相关领域研究论文三十余篇，出版英文专著 1部，译著 1部，主持世界银行

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国家知识产权局课题多项。2017 年提交的研究报告“强

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合作”得到了王勇国务委员的重要批示。拟承担技

术转移知识产权法方向的教学和学生培养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合作 
得到王勇国务委员的重要批示 201704 独著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LAP Publishing 201310 第一作者 

“商标共存”制度之法律质

疑 

法学杂志，CSSCI，第 67-72 页, 

他引 4 次 
201504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般

项目 

基于申请量预测的化工行业专利预警

研究 
201109-201412 7 

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现状

分析及预警研究 
201501-201712 8 

国家知识产权局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活

动统计分析 
201601-201612 2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01-201612 绩效管理与考核 32 本科生 

201401-201512 人力资源管理（MBA） 32 MBA 学生 

201601-201712 人力资源管理 32 硕士研究生 



 7 

 

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薛长礼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9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

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2006.7） 

招生领域

（方向） 

劳动保障 

与安全管理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

历、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字） 

薛长礼，法学博士，美国圣玛丽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立

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法。出版专

著 1 部，主编 5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 项，主持北京市社科基金、

中国法学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北京市法学会、北京市优秀人才资助项目等 8 项省部级课

题。2013 年《劳动权论》获得首届中国社会法学青年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曾任职于吉林省劳

动保障厅，2007 年 2 月至今兼职执业律师。近年来主讲劳动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等课程，

2013 年主持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7 年主持获得北京化工大学教育教学

优秀成果特等奖。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背景下的法

学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 

第七届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01310 第一作者 

论经济补偿制度的法律定位与

规范功能 

政法论丛，CSSCI，第 39-47 页， 

他引 2 次 
201406 独著 

论劳务派遣的司法规制 
首都法学论坛，第 57-68 页， 

他引 10 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07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我国劳动就业公共服务法治保障体

系研究 
201308-201712 16 

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北京市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与劳

动者权利保护研究 
201506-201812 8 

中国法学会，一般项目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并轨法律问题研究 
201511-201712 6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301-201712 法理学 48 法学本科生 

201301-201712 劳动法 32 硕士研究生 

201401-201712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32 硕士研究生 



 8 

 

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樊丽君 
性

别 
女 

年龄

（岁） 
54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学术头衔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理事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商法

学，2007.7） 

招生领域

（方向） 

营商环境 

与企业发展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樊丽君，法学博士，德国波恩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婚姻法与继承法。责任北京化

工大学法学学科负责人，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负责人。1998年、2006年、2008年先后在中

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获优秀论文二等奖。代表性成果包括论文《中德离婚理由比较》（《法律

科学》）、译著《欧洲婚姻财产法未来》（法律出版社出版），著作《德国离婚法研究》（长安出版

社）。主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1项，2012 曾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北京化工大学

校级精品在线课程建设项目《婚姻法与继承法》一项，参与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等法规

论证工作，北京市十三五期间妇女儿童研究库专家，朝阳区法院人民陪审员。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德国离婚法研究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410 独著 

欧洲登记伴侣关系和同性婚

姻法立法报告 

民商法论丛（第 53 卷），CSSCI 辑刊， 

法律出版社 
201308 第一作者 

特留份制度研究 
民商法论丛（第 58 卷），CSSCI 辑刊， 

法律出版社 
201505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从婚姻的债务风险看法定夫妻财产

制的完善 
201705-201912 8 

中国法学会，后期资助项目 欧洲婚姻财产法未来 201512-201612 4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301-201712 婚姻法与继承法 48 

法学专业、英

语专业、双学

位本科生 

201301-201712 民法Ⅱ 48 法学本科生 

201301-201712 婚姻法与继承法专题 32 硕士研究生 

 



 9 

 

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陈传法 性别 男 
年龄

（岁） 
49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北京市物权法研究会

理事、北京市食品药

品安全法治研究会常

务理事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民商法学，

2017.7） 

招生领域

（方向） 

营商环境 

与企业发展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

历、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陈传法，曾在基层法院民庭工作 2 年，现任法律系副主任。迄今共 22 年教龄，教学经验丰

富，教学效果优良。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20 余篇，代表性成果有“人格财产及其法律意义”

（《法商研究》）、“法治与‘减法’型制度创新”（《政治与法律》）等。多次指导学生在北京市“挑

战杯”赛中获奖。获校教学基本功大赛优秀奖、首届教学新星奖，为优秀青年主讲教师、校级优

秀班主任、校优秀本科生导师、校师德先进个人、校级精品课程负责人、研究性课程负责人，多

次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拟承担民法教学任务及营商环境与企业发展法方向研究生培

养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人格财产及其法律意义 
法商研究，CSSCI，第 55-65 页， 

他引 9 次 
201504 独著 

论转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CSSCI，第 115-121 页 
201705 独著 

“集体所有制”的命运与“集

体”的民法定位 

私法研究，CSSCI 辑刊， 

第 340-368 页，法律出版社 
201706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技术合同立法

研究 
201709—201912 8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1-201712 民法总论 48 硕士研究生 

201301-201712 法学方法论 32 硕士研究生 

201301-201712 法律方法 32 法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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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裴亚洲 性别 男 
年龄

（岁） 
45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比较法学研究会理

事、保险法学研究会

理事、网络与信息法

学研究会理事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清华大

学，商法学，

2014.6） 

招生领域

（方向） 

营商环境 

与企业发展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裴亚洲，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 Fordham Law School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1998 至今在北京化工大学任教，担任过民法、商法总论、房地

产法、仲裁法、民商法案例分析、律师实务与公证等课程的本科教学工作，为硕士研究生讲授房

地产法；兼职律师，二十年执业经验，担任过数十家国内外公司的法律顾问；发表 CSSCI 论文

十余篇；独著著作 2 部；担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理事、保险法学研究会理事、网络与信

息法学研究会理事。拟承担房地产法、公司（证券）法、保险法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及营商环境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论以房抵债协议之法律效力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第 405-409 页，他引 8 次 
201707 第一作者 

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上市公司

治理的路径选择 

河北学刊，CSSCI，第 197-200 页， 

他引 8 次， 
201501 第一作者 

建立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长

效机制的法律路径 

河北学刊，CSSCI，第 135-139 页， 

他引 4 次 
2014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旅游局 
《旅行社责任保险办法》修订立法 

研究 
201708-201804 1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301-201712 房地产法 32 硕士研究生 

201301-201712 仲裁法 32 法学本科生 

201301-201712 房地产法 32 法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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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王烁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0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人民大

学，刑法学，2013.7） 

招生领域

（方向） 

劳动保障 

与安全管理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王烁，法学博士。2013 年起在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任教，现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为

本科生讲授《刑法 I》、《刑法 II》、《外国刑法》、《犯罪学》等课程。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三十余篇、参编出版学术著作 2 部，参编国家级教材 2 部，主持参与国家社科、教育部、司法部、

中央科研业务费项目等多项横向、纵向课题，2014 年获全国刑法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一等奖。

拟承担刑法学教学任务及劳动保障与安全管理法方向法律硕士生的培养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权力回报的义务——论收受

礼金行为的性质及规制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第 122-129 页，他引 9 次 
201703 独著 

反腐败制度构建初探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第 141-146 页，他引 3 次 
201505 独著 

非暴力型强奸的认定——从

“博导诱奸事件”说开去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第 117-124 页，他引 2 次 
201504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刑法中的轻微犯罪制度研究 201606-202006 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301-201712 刑法 I 64 法学本科生 

201301-201712 刑法 II 64 法学本科生 

201301-201712 外国刑法 32 法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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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岳业鹏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2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民

商法学，2013.7） 

招生领域

（方向） 

劳动保障与安全

管理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岳业鹏，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法学、侵权

责任法等，曾在我国台湾地区东吴大学访问研究四个月。承担法学硕士《债权法》以及法学本科

生《民法（Ⅲ）》、《合同法》等课程教学工作。2008 年获得法律职业资格。博士学位论文《媒体

诽谤侵权责任研究》获“第六届佟柔民商法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共出版学术专著 1 部、独立编

著 8 部；在《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等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3 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民法学研究会青年学者项目

各 1 项。拟承担民法学教学任务及劳动保障与安全管理法方向研究生培养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媒体诽谤侵权责任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9 独著 

英国诽谤法的抗辩体系： 

传统构造与最新发展 

求是学刊，CSSCI，第 100-108 页， 

他引 4 次，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

法学全文转载 

201509 

201512 
独著 

论名誉权中的真实性抗辩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第 11-19 页，他引 2 次 
201412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北京旅游业规范化与消费者保护问题

研究 
201409-201709 5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青年学者项目 
人格权财产利益救济体系研究 201607-201712 1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1-201712 债权法 48 硕士研究生 

201301-201712 合同法 48 法学本科生 

201301-201712 民商法案例分析 32 法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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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赵惠妙 
性

别 
女 年龄（岁） 35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

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

研究员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香港大学，

破产法学，

2016.5） 

招生领域

（方向） 

营商环境 

与企业发展法 
所在院系 文法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教师基本情况、教学经验、行业实务经历、学术水平、海外经历、

代表性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300 字） 

    赵惠妙，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法学博士、德国汉堡大学法学硕士、中国

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国际破产法协会会员，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承

担本科国际经济法（必修）、民商法案例分析（选修）、法律英语写作（选修）课程，研究生破产

法（学位课）教学。现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从事房地产、公司等方面法律实务。

研究领域为公司法、破产法，对企业破产重组、上市公司重整、关联企业合并等有深入研究，在

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英文学术论文 3 篇，CSSCI 扩展版 1 篇，报纸文章若干篇。科研水平良好。

拟承担公司法、破产法等教学任务及营商环境与企业发展法方向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

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Reorganiz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merican Bankruptcy Law 

Journal, 91(1),SSCI,pp87-136  
201703 独著 

Lame-Duck Bankruptcy 

Institutions und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Reorganis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Part 2) 

Hong Kong Law Journal, 46(2), 

SSCI,pp709-743 
201609 独著 

Lame-Duck Bankruptcy 

Institutions und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Reorganis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Part 1) 

Hong Kong Law Journal, 46(1), 

SSCI,pp339-378 
201605 独著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司法部，青年项目 
关联企业实质合并裁判标准实证

研究 
201712-201912 3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横向课题 

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相关问题研

究 
201711-201712 3 

    

近五年

主讲课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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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情况

（限 3

门） 

201602-201712 破产法专题研究 32 硕士研究生 

201602-201712 国际经济法 48 法学本科生 

201602-201712 民商法案例分析 32 法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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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  代表性行业教师（限填 10 人，医学相关专业学位限填 20 人） 

序号 姓  名 
年  龄 

(岁) 

培养领域

（方向） 

专业技术 

职  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工作年限

（年） 

主要情况简介 

（教师基本情况、从业经历、代表性行业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填 200 字） 

1 周砚 61 

技术转移

与知识产

权法 

兼职教授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副局长 
38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库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北

京华侨科技创业者协会副理事长，具有多年知识产权实务管理经验。 

2 程琥 48 

劳动保障

与安全管

理法 

兼职教授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 

26 

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市委政法委“十百千”人才，兼任中国

行为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法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

国行政法学会理事，北京市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曾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可担任校外合作导师，指导研究

生实践训练与论文写作。 

3 肖峰 41 

营商环境

与企业发

展法 

兼职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员 
17 

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从事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具有丰富的审

判实践经验，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多部司法解释的制定。自 2011 年起担任

兼职导师，为本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讲“物权法专题”课程，可担任承

担法律硕士课程讲授任务，指导研究生实践训练与论文写作。 

4 张晓津 48 

技术转移

与知识产

权法 

兼职教授 

北京市知识产权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二庭庭长、

审判员 

26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中国知识产权研

究会理事、北京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研究员；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校外导师。可担任校外

合作导师，指导研究生实践训练与论文写作。 

5 彭茂祥 49 

技术转移

与知识产

权法 

兼职教授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

国专利技术开发公

司副总经理、研究

员 

27 

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国家知识产权局学术委员会专利信息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全国专利信息领军人

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文献研究》编委，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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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海英人才”，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设专家组专家，

等。担任校外合作导师，指导研究生实践训练与论文写作。 

6 胡忠义 52 

营商环境

与企业发

展法 

兼职教授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律师 
31 

曾供职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行政审判庭、执行庭，并

担任过中级人民法院业务庭长、党校客座教授、艺术学校法制副校长、

法官培训中心讲师、法制讲师团讲师等职务。也曾为地方律师协会、地

方人民法院、政府机关讲授律师、法官办案技巧、法官礼仪、依法治国

方略等课程，为大量企业、事业单位培训法务、业务人员。担任校外合

作导师，指导研究生实践训练与论文写作。 

7 刘铭 44 

劳动保障

与安全管

理法 

兼职教授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律师 
20 

北京市委第三届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理事；北京市委海联会第二、三届

青年委员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委员/朝阳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北京市朝阳区政府特约监察员；

朝阳律协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主任；CCTV—12“社会与法”频道特约专家。

可担任校外合作导师，指导研究生实践训练与论文写作。 

8 刘臻荣 54 

营商环境

与企业发

展法 

兼职 

副教授 

北京劭和明地律师

事务所律师、合伙

人 

23 
曾任教于山西大学法学院。现兼任北京律师协会民法委员会委员、阳泉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担任校外合作导师，指导研究生实践训练与论文写作。 

9 陈凯 40 

营商环境

与企业发

展法 

兼职 

副教授 

北京中凯律师事务

所律师、合伙人 
19 

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十佳青年律师、北京阳光老年健康

基金会理事长、公明财富传承管理集团首席律师、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

副主任，财富传承法律服务开创者。担任校外合作导师，指导研究生实

践训练与论文写作。 

10 张志勤 49 

营商环境

与企业发

展法 

兼职 

副教授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律师 
27 

北京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全联新能源商会副监事长；人民

大学法学院“律政菁英工作坊”专家指导教师；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

士联合导师。担任校外合作导师，指导研究生实践训练与论文写作。 

注：1.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2.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限填 20 人，其他专业限填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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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人才培养 

Ⅲ-1  相关学科专业基本情况（限填 5 项） 

学科专业名称

（授学位级别）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法学（本科） 144 118 128 119 141 112 136 121 134 139 

法学（学术硕士） 47 38 42 39 36 33 40 47 42 33 

           

           

           

Ⅲ-2  现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情况 

相关学科专业基本情况、开设时间、毕业生人数及届数、建设成效等（限 500 字） 

 

北京化工大学法学专业创建于 1994 年，于 1995 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授予权。2002 年法学专业被确

定为北京化工大学“十五”期间重点建设的示范专业。2006 年获得民商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

得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9 年，我校建立第一个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北京知识产权

研究基地。2012 年，法学专业被评为北京市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并设立法学（知识产权）双学位。2014

年被确立为“法学专业综合改革探索与实践”试点单位。2008 年建立法学实验班，着力培养国际型法律

人才，先后与爱丁堡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以及罗格斯大学等海外名校建立合作关系。 

经过二十余年努力，法学专业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目

前，共有专任教师 30 人，其中教授 10 人，45 周岁以下教师 16 人，23 人具有博士学位（3 人具有海外博

士学位）。迄今，法学本科共有 19 届毕业生，向社会输送本科毕业生 2000 余名，在校本科生 500 余名；

法学硕士目前共有 8 届毕业生，共毕业研究生 280 余名，在校研究生 121 名。近五年，共主持纵向科研项

目 48 项，科研总经费共计 400.6 万元。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3 项，科研经费 47.5 万元；省部级项目 40

项，总经费数 249.8 万元。出版学术专著 12 部，发表高水平论文（SSCI 或 CSSCI）68 篇。共承担各类教

改项目 8 项，教改经费 58 万元，其中国家级教改项目 2 项，获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1 项。拥有国家级法学

校外实践基地 1 个。 

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申请本专业学位博士点的须填写本专业学位硕士点基本情况。 

3.“学位授予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招生人

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还应统计全国 GCT 考试录

取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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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3 目前开设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特色课程（限填 5 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课程特色简介 

（介绍本课程师资配置、授课方式、特色亮点及授课效

果等情况，限 100 字） 

1 物权法专题 

 

专业必修课 

 

肖峰 

 

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主讲教师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课堂讲授结合学生讨论。相关案例均为真实、疑难的前

沿案例，授课立足理论结合实践。要求学生掌握物权法

知识，把握物权法前沿动态。授课效果优良，深受欢迎。 

 

2 民商法案例分析 专业选修课 

朝阳区人民

法院法官 

团队 

教师系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法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案例分析式授课。法官集体备课、集体授课，案例精挑

细选，授课突出实战性，法官层层设问，步步引导，亲

自剖析每个环节，阐述案件精髓所在。授课效果优良。 

3 专利代理实务 专业选修课 和育东 

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课堂讲授辅以案例研讨。课程

立足实践，不定期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员进行

案例教学，定期组织学生到专利复审委旁听专利无效案

件的公开口头审理，教师为学生评析。授课效果优良。 

4 法律实务操作 专业必修课 李超 

副教授 1 人，兼职教师 4 人。实践式教学。课程突出实

操性，由律师讲授业务技巧，学生围绕真实案件展开分

组对抗。要求学生掌握基本业务技能，理论联系实际，

把握实务技巧。课程加深了同学们对法律的理解，效果

优良。 

5 劳动法 专业选修课 薛长礼 

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案例教学。课程采用小班教学，

以劳动法基础理论为依据，选择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

展开教学研讨，带领学生参加“北京市专家问诊中小企

业劳动关系”、劳动法模拟法庭等活动。授课效果优良。 

注： “课程类型”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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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4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限填 10 项）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第七届北京市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背景下的法学实践教

学体系探索与实践 

薛长礼 

李素贞 

樊丽君 

裴亚洲 

张丽云 

2013 

3 
第九届北京市大学生

模拟法庭竞赛 
一等奖 

第九届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一等奖及优秀指导教师奖 
冯珂 2017 

4 
第八届北京市大学生

模拟法庭竞赛 
一等奖 

第八届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一等奖及优秀指导教师奖 
冯珂 2016 

5 
第七届北京市大学生

模拟法庭竞赛 
二等奖 第七届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张学慧 2015 

6 
第六届北京市大学生

模拟法庭竞赛 
二等奖 第六届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王烁 2014 

7 
第五届北京市大学生

模拟法庭竞赛 
三等奖 第五届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张慧霞 2013 

注：1.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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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5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 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学生姓名 
学科专业及学位类别 

（入学年月/毕业年月） 
时间 成果简介（限 100字） 

1 

第九届北京

市大学生模

拟法庭竞赛

一等奖 

王晨璐 
法学、学士 

（201509/201907） 
201712 

团队共 6人，周悦、王晨璐、邢佳睿、

李玉静、王秋平、雷昌宇，均为 2015

级本科生，共同组队参与竞赛，负责文

书写作、担任代理律师、原告、被告、

检察官、被告人等。 

2 

第八届北京

市大学生模

拟法庭竞赛

一等奖 

赵学敏 
法学、学士 

（201409/201807） 
201612 

团队共 6人，赵学敏、黎雯悦、时倩、

杨楠、余梦茜、严培晏，均为 2014级

本科生，共同组队参与竞赛，负责文书

写作、担任代理律师、原告、被告、检

察官、被告人等。 

3 

第七届北京

市大学生模

拟法庭竞赛

二等奖 

杜玉莹 
法学、学士 

（201309/201707） 
201512 

团队共 6 人，杜玉莹、胡青青、张涵、

郑方普、侯皓然、孙阳阳，均为 2013

级本科生，共同组队参与竞赛，负责文

书写作、担任代理律师、原告、被告、

检察官、被告人等。 

4 

北京市人文

知识竞赛 

一等奖 

詹璐瑶 
法学本科 

（200909/201307） 
201304 

 

詹璐瑶参加北京市人文知识竞赛，并荣

获一等奖。 

 

5 

第七届“挑战

杯”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

赛三等奖 

李明烨 
民商法学、硕士 

（201109/201407） 
201309 

团队共 2 人，李明烨、郑寻，协作完成

文献搜集、数据搜集整理、论文撰写等

工作。 

6 

关于大学生

校园网贷所

引发的问题

分析及规制

建议 

张惠 
法学、学士 

（201409/201807） 
201712 

团队共 5 人，张惠、杨楠、孙蔚、张琦、

黎雯悦，为 2017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 

7 

个人网络募

捐的合法性

及其规制 

付玉曼 
法学、学士 

（201309/201707） 
201612 

团队共 5 人，付玉曼、王增、韩静、殷

嘉蔚、纪梅艳，为 2016 年“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8 

延长退休年

龄与养老社

会保障法律

问题研究 

冷嘉怡 
法学、学士 

（201109/201507） 
201412 

团队共 5 人，冷嘉怡、金慧燕、姚愔怡、

韩文琦、黄宝练，为 2014 年“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9 

我国知识产

权侵权裁量

性赔偿计算

方法初探 

齐茜 
知识产权法学、硕士 

（201309/201607） 
201509 

以独立作者身份，发表于学术期刊《电

子知识产权》（CSSCI 扩展版）。 



 21 

10 

美国对职务

发明适用约

定优先原则

的限制 

杨正宇 
知识产权法学、硕士 

（201209/201507） 
201409 

以独立作者身份，发表于《电子知识产

权》（CSSCI 扩展版）。 

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本单位相关学科专业学生在学期间取得的成果，如参加竞赛获奖、参加重要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科研成果、 

创新创业成果、获得科研奖励或其他荣誉称号等。 

3.“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 

4.“成果简介”限填写学生在成果中的具体贡献。团队成果完成人应填写团队负责人姓名，并在简介中说明团 

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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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Ⅳ-1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 10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 

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 100 字） 

1 
科研事业单位的技

术转移体系研究 
智库报告 范晓波等 

北京知识产权研究基地科技部的委托项

目《科研事业单位的技术转移体系研究》，

起草《加强事业单位技术转移的指导意见

（草案）》获得了科技部政策法规司领导

的采纳。 

2 

强化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知识产

权保护和合作 

咨询报告 蔡中华 

2017年 6月，北京知识产权研究基地研究

人员提交的“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合作”的调研报告内

容和观点，被中央统战部《零讯》（2017

年专报第 168期）采用，并得到国务委员

王勇同志的重要批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修

订征求意见稿）修改

意见 

咨询报告 薛长礼 
修改意见提交工业和信息化部，并于 2018

年 3月 29日发表于《民主与法制时报》。 

4 

《电子商务法（草案

二次审议稿）》修改

意见 

咨询报告 薛长礼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国法学会第 33 期

立法专家咨询会发表修订意见，由中国法

学会汇总形成《专家咨询报告》，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5 

《规章制定程序条

例（修订草案征求意

见稿）》修改意见 

咨询报告 薛长礼 

2017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法学会第 28 期

立法专家咨询会发表修订意见，由中国法

学会汇总形成《专家咨询报告》，提交国

务院法制办。 

6 

美国、英国、新西兰

等国关于私自收养

的立法状况 

咨询报告 樊丽君 

2015 年 3 月，应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邀

请,作为民政部《中国公民收养登记办法》

修订专家咨询论证会成员，提交书面报告

“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关于私自收养

的立法状况”，为规范修订提供参考。 

7 

关于《婚姻登记工作

暂行规范》的修改意

见 

咨询报告 樊丽君 
作为修订工作专家组成员参加民政部《婚

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修改专家论证会，

提出意见被民政部 2015年 12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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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登记工作规范》采纳。 

8 
政策性离婚成因、弊

端和对策的报告 
咨询报告 樊丽君 

应民政部咨询，为民政部提交了《政策性

离婚成因、弊端和对策的报告》，为 2016

年 5月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向上级部门提交

的《关于因购房政策调整引发婚姻登记数

量上升问题的调研报告》提供重要参考。 

9 
专利“法定不侵

权”抗辩  

原创性研究

成果 
和育东 

报告通过实证研究，重点对现有技术抗

辩、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实验例外抗辩、权

利穷竭抗辩、懈怠抗辩等几种“法定不侵

权”抗辩进行研究，对法院专利案件审理

有指导意义。 

10 

《旅行社责任保险

管理办法》的修订建

议 

原创性研究

成果 
裴亚洲 

基于国家旅游局的委托项目，就《旅行社

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的修订提供建议，作

为立法修订的重要参考。 

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技术规范、行业标 

准、高水平教学案例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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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2  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2-1  艺术创作设计获奖（限填 5 项） 

序号 
获奖作品/ 

节目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 

时间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如：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2-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 5 项） 

序号 
展演作品/ 

节目名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

地点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如：本单位主要参与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2-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专业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限 300 字） 

 

 

 

 

 

注：1.本表仅限申请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5 

IV-3  实践教学 

IV-3-1 实践教学基地情况（限填 10 项） 

序

号 
实践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地点 

建立年

月 

年均接受学

生数（人） 

人均实践

时（月） 

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 

（限填 200 字） 

1 
北化—朝阳法院法

学教学实践基地 
朝阳法院 北京 200905 30 1 

指导教师：陈传法。基地条件：提供学生司法实习场所，安排审判实践操

作和案件研讨训练，先后被评市级、国家级高等学校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专业实践内容主要包括：（1）常规实践教学活动，学生旁听或直接参与法

院案件庭审活动；（2）举办法学实践教学基地“法官校园行”系列报告；

（3）由资深法官主持司法实务和疑难案例分析课、学生组织典型案例讨论

会；（4）基地兼职教师、学生共同举办法律实务和法学实践教育研讨会。 

2 
北化—西城法院法

学教学实践基地 
西城法院 北京 201206 20 1 

指导教师：陈传法。基地条件：提供学生司法实习场所，安排审判实践操

作和案件研讨训练。专业实践内容主要包括：（1）学生旁听或直接参与法

院案件庭审活动，协助案卷资料归档；（2）由基地指导教师讲授实体法和

程序法领域中的法律应用问题；（3）由资深法官主持司法实务和疑难案例

分析课、学生组织典型案例讨论会；（4）实习结束时，召开实习总结大会，

全体实习学生对实习情况进行演讲式总结。 

3 
北化-岳成律师所

法学实践基地 

北京市岳

成律师事

务所 

北京 201001 30 1 

指导教师：王瑛杰。基地条件：提供学生法务实习场所，安排律师事务实

践操作和案件研讨训练。专业实践内容：（1）学生直接参与律师事务活动，

协助整理卷宗、撰写文书、出庭代理案件；（2）资深律师来学校就律师实

务问题作专题报告；（3）由资深律师开设疑难案例分析课、学生组织典型

案例讨论会。 

4 
北化-中凯律师所

法学实践基地 

北京市中

凯律师事

务所 

北京 200905 20 1 

指导教师：王瑛杰。基地条件：提供学生法务实习场所，安排律师事务实

践操作和案件研讨训练。专业实践内容：（1）学生直接参与律师事务活动，

协助整理卷宗、撰写文书、出庭代理案件；（2）资深律师来学校就律师实

务问题作专题报告；（3）由资深律师开设疑难案例分析课、学生组织典型

案例讨论会。 

5 
北化-盈科律师所

法学实践基地 

北京市盈

科律师事
北京 201206 20 1 

指导教师：王烁。基地条件：提供学生法务实习场所，安排律师事务实践

操作和案件研讨训练。专业实践内容：（1）学生直接参与律师事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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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 协助整理卷宗、撰写文书、出庭代理案件；（2）资深律师来学校就律师实

务问题作专题报告；（3）由资深律师开设疑难案例分析课、学生组织典型

案例讨论会。 

6 
北化-合川律师所

法学实践基地 

北京市合

川律师事

务所 

北京 201407 20 1 

指导教师：王烁。基地条件：提供学生法务实习场所，安排律师事务实践

操作和案件研讨训练。专业实践内容：（1）学生直接参与律师事务活动，

协助整理卷宗、撰写文书、出庭代理案件；（2）资深律师来学校就律师实

务问题作专题报告；（3）由资深律师开设疑难案例分析课、学生组织典型

案例讨论会。 

7 
北化-腾岳律师所

法学实践基地 

北京市腾

岳律师事

务所 

北京 201312 20 1 

指导教师：张丽云。基地条件：提供学生法务实习场所，安排律师事务实

践操作和案件研讨训练。专业实践内容：（1）学生直接参与律师事务活动，

协助整理卷宗、撰写文书、出庭代理案件；（2）资深律师来学校就律师实

务问题作专题报告；（3）由资深律师开设疑难案例分析课、学生组织典型

案例讨论会。 

8 
北化-邵和明地律

师所法学实践基地 

北京市邵

和明地律

师事务所 

北京 201407 20 1 

指导教师：张丽云。基地条件：提供学生法务实习场所，安排律师事务实

践操作和案件研讨训练。专业实践内容：（1）学生直接参与律师事务活动，

协助整理卷宗、撰写文书、出庭代理案件；（2）资深律师来学校就律师实

务问题作专题报告；（3）由资深律师开设疑难案例分析课、学生组织典型

案例讨论会。 

9 
北化-北京知识产

权研究会实践基地 

北京知识

产权研究

会 

北京 201407 10 1 

指导教师：王鹏。基地条件：提供学生法律实习场所，协助实践调研，安

排相关法务工作与疑难问题研讨。专业实践内容：各类法律业务事务处理，

包括知识产权实施状况调研、审查整理档案及合同，以及收集、整理和知

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信息等。 

10 
北化-中国化工报

社实践基地 

中国化工

报社 
北京 200807 15 1 

指导教师：王鹏。基地条件：提供学生法律实习场所，安排相关法务工作

与案件研讨，建立法律实务指导。专业实践内容：各类公司法律业务事务

处理，包括审查整理合同，处理纠纷处理，联络、协调律师事务所和相关

方，收集、整理和公司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信息等。 

注：1.限填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与本单位签署合作协议的与本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相关的实习、实训、实践基地。 

2.“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填写基地情况与条件，开展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指导教师配备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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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2  近五年代表性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限填 10 项） 

序

号 
活动或成果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科专业 

活动或成果简介 

（限 200 字） 

1 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 冯珂 法学 

在指导老师的细心指导下，近 5 年，我校代表队连续 4 年闯入决赛，并取得

了连续 2 年获得一等奖（2016、2017），2 年二等奖（2015,2014），1 次三等奖

（2013）的优异成绩，赛队指导老师也连续 2 年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2016、

2017）。 

2 “12·4”宪法日普法系列活动 薛长礼 法学 

宪法日普法系列活动包括法学专家普法咨询、模拟法庭表演、英文法律影视

配音大赛等。涉及法学、英语等多个专业，年均参与人数达 200 余人次，营

造良好的校园法治氛围。 

3 北京化工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 李富家 法学 

以在校学生为主体，聘请校内教师和校外实务专家 23 人为指导团队，为全校

师生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也接受校外实际法律案件，为学生提供实务操作

的真实环境和有效平台。年均受理咨询人数 100 余人次，受理案件 20 余件。 

4 专利实务人才培训计划 范晓波 法学 

与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合作，开展专利实务人才培训计划，由北京市知识产权

局委托北京合享新创公司派遣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北京知识产权研究基地

与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合作，开展校企对接工程培训项目。累计培训人次

100 余人次。 

5 文法学院法律辩论赛 张学慧 法学 

每一届从筹备至结束历时三个多月。学生们自愿报名，老师围绕社会热点法

律问题出题，邀请校内外专家为评委，经过小组赛、淘汰赛和决赛进行。一

般为 8 个赛队，共计 7 场比赛，每年参与人数 56 人次，评委人数 42 人次。 

6 
法学实践教学基地法官、律师校

园行 
陈传法 法学 

邀请法律系校外兼职导师、法学实践基地审判业务、律师实务专家举办法治

宣传、法律文化、法律人生或学术报告，增强法学专业学生对本专业的认知，

提升学习研究兴趣。每年 10 人次左右，学生参与人数约 1500 人次。 

7 职业规划大赛与讲座 薛长礼 法学 

通过开展学业规划大赛，帮助新生正确认识和剖析自身情况，了解兴趣和特

点所在，并学会整理和撰写规划书，为实现大学期间及毕业后的目标确立行

动指南，每年参与人数约 120 余人次，邀请 5 人次专家讲座。 

8 案例著作 岳业鹏 法学 
为了配合课堂讲授与实践教学需要，已编写《合同法案例全解（上、下册）》、

《民法总则配套解读与实例》、《合同法注释全书（分总则卷、分则卷》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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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案例著作，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字数共计约 400 万字。 

9 自建案例库 樊丽君等 法学 

法律系组织教师编写《专家释法》普法系列丛书，共 13 本，涉及民法、民事

诉讼法、婚姻家庭法、劳动法、合同法、刑法、公司法等各个领域，积累教

学案例近 600 个，为实践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 

10 创新实践教学形式 和育东 法学 

结合学校工科背景与法学学科的知识产权优势，开设《专利代理实务》课程，

不定期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员进行案例教学，定期组织学生到专利

复审委旁听专利无效案件的公开口头审理，就典型案例进行讨论与讲解。 

注：1.限填本单位组织或开展的专业实践活动，或本单位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果。如：原创教学案例，自建案例库，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创业教育活动、职业能力培训等。 

2.“负责人”填写组织或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责任教师、行业专家，或取得专业实践成果的主要教师。



 29 

IV-4 近五年科研情况 

IV-4-1 近五年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21 195.7 48 400.6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3 47.5 40 249.8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
（项） 

0.4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

（万元） 
3.02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万元） 

2.67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4 

出版专著数 12 师均出版专著数 0.4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68（SSCI；CSSCI）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2.27 

IV-4-2 近五年获得的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 10 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首届中国社会法学研究

青年优秀成果奖 
三等 劳动权论 薛长礼 2013 

2 
2013年首届全国知识产

权学术征文比赛奖 
优秀 中国知识产权学术体制的创建 余俊 2013 

3 
全国刑法学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 
一等 

刑法立法政策评估 

——以指标体系为核心 
王烁 2014 

4 
第六届佟柔民商法学优

秀博士论文奖 
优秀 媒体诽谤侵权责任研究 岳业鹏 2013 

注：本表限填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或全国性行业科研奖励，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奖项，同一项目获得多

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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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3 近五年承担的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 10 项） 

序
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
账经费 

（万元） 

1 

构建知识产权侵权惩罚
性赔偿制度研究 
（14BFX101）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 

2017/12 
和育东 18 

2 

我国劳动就业公共服务
法治保障体系研究 
（13BFX140）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一般项目 
2013/07- 

2015/12 
薛长礼 16 

3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
任研究 

（12CFX060）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青年项目 
2012/06- 

2014/12 
鲁春雅 13.5 

4 

北京知识产权服务业法
律规制研究 
（17FXA003） 

北京市 
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2017/08- 

2020/08 
余俊 15 

5 
专利许可研究 
（JWGJ201702） 

北京市教委 共建项目 
2017/06- 

2018/06 
范晓波 15 

6 

从婚姻债务的风险论我
国民法典法定夫妻财产

制的构建 
（17FXB009） 

北京市 
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17/05- 

2020/07 
樊丽君 8 

7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技
术合同立法研究 
（17JDFXB004） 

北京市 
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17/09- 

2019/12 
陈传法 8 

8 

刑法中的轻微犯罪制度
研究——以北京市司法

实务为视角 
（16FXC028） 

北京市 
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2016/07- 

2018/07 
王烁 5 

9 

北京旅游业规范化与消
费者保护问题研究 
（14FXC020） 

北京市 
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2014/07- 

2017/12 
岳业鹏 5 

10 

金融业综合经营监管法
律问题研究 

（22440080000） 

司法部 青年项目 
2016/01- 

2017/12 
王一鹤 4 

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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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4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实践类教材（限填 10 项） 

序号 名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限 100 字） 

1 

美、德职务发明制度中的

“厚雇主主义”趋势及其

借鉴 

和育东 201511 
《知识产权》 

2015 年 11 期 

 

法学类 CSSCI 期刊，本

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民

商法学》2016 年第 2 期

全文转载，他引 9 次。 

 

2 
高等学校专利 

转化模式与机制研究 
范晓波 201411 

《知识产权》 

2014 年第 11 期 

法学类 CSSCI 期刊，他

引 17 次 

3 
“商标共存”制度 

之法律质疑 
蔡中华 201504 

《法学杂志》 

 2015 年第 4 期 

法学类 CSSCI 期刊，他

引 4 次 

4 
论经济补偿制度的法律

定位与规范功能 
薛长礼 201405 

《政法论丛》 

2014 年第 3 期 

法学类 CSSCI 期刊，他

引 2 次 

5 

Reorganiz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赵惠妙 201703 

American 

Bankruptcy Law 

Journal, 91(1) 

法学 SSCI 来源期刊，该

期刊为全美破产法官会

议主办，在破产法领域

排名第一。 

6 

Antitrust Public 

Enforcement of Reseal 

Price Maintenance in 

China: A Crusade or 

Discrimination? 

蔡婧萌 201707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1) 

该期刊引用率现为全美国

际法期刊领域第十名 

7 

从权利保障到权力制约：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

换的趋向 

冯珂 201605 
《当代法学》 

2016 年第 3 期 

法学类 CSSCI 期刊，他

引 4 次 

8 
知识产权的价值与侵权

损害赔偿 
范晓波 201609 知识产权出版社 

 

30 万字，学术专著 

 

9 
国家股权行使和监督法

律制度研究 
何国华 201603 北京大学出版社 

 

28 万字，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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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律行为制度研究 鲁春雅 201711 法律出版社 35.5 万字，学术专著 

注：本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

影响力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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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5  近五年相关学科专业毕业生质量简介（限 600 字） 

请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简要介绍相关学科专业毕业生就业、毕业生满意度、相关资格证书及培训考试

等情况。 

 

1.就业率高、司法考试通过率比较高 

近五年，本科专业毕业生 609 人，总就业率（含读研率和留学率）超过 98%，司法考试通过率达

26%；硕士毕业生 190 人，就业率 97%，毕业时司法考试通过率达到 80%以上。 

2.就业质量高 

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主要为企业（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5%）、升学（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27%，其

中国内读研占 22%左右，国外读研占 5%）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8%）。毕业生进

入的企业包括科技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升学主要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就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包括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中石油、中石

化、中国农业银行等。 

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优秀，共发表学术论文 52 篇，其中 CSSCI 期刊 13 篇，每年 5 名优秀学生获

得国家奖学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主要就业去向为国家机关（约 26%，主要为法院、检察院等）、

国有企事业单位（约 36%）、律师事务所等民营企业（约 30%）等。 

3.社会声誉好 

毕业生在工作单位业务精通、专业扎实、脚踏实地，受到用人单位好评，满意度普遍较高。现为

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陈凯是优秀本科毕业生的代表，北京首届十佳青年律师，曾代理

中国石化、海尔集团等企业案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达十数亿元。东城区法院冯晓光获评优秀共产

党员两次、优秀公务员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通州区法院张大龙被评为该院办案能手、优秀公

务员，首届“金法槌奖”，荣立个人三等功。 

 

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培训考试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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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6  支撑条件 

IV-6-1  本专业学位点图书资料情况（限 300 字） 

订购主要专业期刊、图书及数字资源（含电子图书、期刊、全文数据库、文摘索引数据库等）的名称、册

数、时间。 

 

1.图书及期刊资料 

北京化工大学目前拥有纸质资源达 139 万册，其中法律中文图书共计 34136 册，法律外文图书 121 册。

订购了 47 种法学期刊，包括《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

期刊，共 428 册；人大复印资料共 288 册，能为法律硕士专业师生提供丰富的专业文献资料。 

2. 数字资源：  

（1） 北京化工大学购置了 39 种中外文数据库，其中包括北大法宝、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超星数

字图书馆、Westlaw、Emerald、HKMO、Springer、ProQuest、Wiley 人文社科期刊等核心数据资源。 

（2）电子图书：超星数字图书馆法律类图书 91621 册，书香中国（中文在线）法律类图书 6300 册，

社会科学文库法律类图书 759 册。数字资源丰富，专业及特色突出，能为法律硕士专业师生提供优质数字

资源服务。 

 

IV-6-2  其他支撑条件简况（限 600 字） 

可介绍硬件设施、拟开设课程体系、教学投入、学习保障、奖助学金、机构建设、制度建设、专职行政人

员配置等方面。 

 

1.硬件设施 

学院有专业实验室 4 间，面积 300m
2，有多媒体投影机、语音学习系统、高性能计算机、打印机、扫

描仪等。配备专门的模拟法庭场所，配有数据采集器、功放机、录像机、调音台等，仿照现行国内民事审

判庭及刑事审判庭建设。案例教室 3 间，面积 188 m
2，设有全自动录播系统、摄像机、视频展台、编辑软

件等，满足案例教学使用。配备模拟审判教学系统，有微信电子计算机、高速交换机、四合一体机等，为

学生提供审判教学环境。 

2.拟开设课程体系、教学投入与学习保障 

严格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制定培养计划，开设相应课程，

设置法律硕士专用资金，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和支持教学改革，包括专用多媒体实验室的装修；电子数据库

的更新、专业期刊和图书的购置；学生团队拓展训练和实习实践活动的差旅等项目的开支；境外专家讲学

的差旅费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究生“奖、贷、助、补”奖助体系，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社

会奖学金、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等。 

3.人员配置、机构建设与制度保障 

成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办公室，聘请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教师担任行政骨干。成立专业学位委员会，

负责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审核等工作。学校研究生院制定了完善的专业学位管理制度，涵盖了学籍管理、教

学管理、师资队伍、课程建设、学风建设、教学组织、论文撰写和答辩安排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和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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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北京化工大学法学学科于 1994年获法学学士学位授予权，于 2010获法学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予权。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学术团队不断壮大，研究特色优势逐步形成，

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卓有成效。特别是依托学校建立的北京知识产权研究基地、人力资源管理

中心等智库，形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 

该学科新增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以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法、劳动保障与安全管理

法、营商环境与企业发展法为三个特色方向，符合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要求，适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高层次法律实务人才的需求，也顺应学

校工科背景与“双一流”学科建设方向。新增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定位、

可行的培养方案和培养方式，并拥有结构合理的师资团队、比较完善的软硬件设施以及专业

学位管理制度等质量保障条件，具备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能力和办学条件。 

经研究决定，本学位评定委员会一致同意申报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

同意上报。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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