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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专家，8 名教授被聘为山西省政府法律顾

问，3 名高级职称教师都是山西省委联系的高

级专家，9 名教授分别担任山西省法学会法理

学会、法律史学会、宪法学会、行政法学会、

民法学会、经济法学会、婚姻法学会、商法学会、

卫生法学会的会长职务。

专业介绍

   山西大学法学院现设有一个法学本科专业、

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主要课程：学院形成了法学核心课程、法

学院简介

   山西大学法学院始建于 1906 年 , 初名为法

科法律学门，属山西大学堂早期的文、法、工

三科之一。1931 年建立法学院。民国时期著名

法学家冀贡泉、梅汝璈、杜任之等曾执教于法

学院。1951 年院系调整，山西大学法学院部分

教师归并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

律学系。1980 年恢复重建法律系，1996 年改

系建院。恢复重建至今，法学院共为山西省及

全国法治建设培养本科生、硕士生万余名。

    山西大学法学院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位

居全国百强法学院之前列，始终引领着山西高

等法学教育的发展。

   学院师资雄厚。现有专业教师 57 人，其中

教授 13 人、副教授 18 人、讲师 26 人，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 38 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

教师 24 人。1 名教授被聘为中共山西省委法律

顾问，5 名教授被聘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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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实务课程相结合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法学

专业课程体系。法学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中

国法律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

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

授课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系统讲授、

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国际法

系列课程运用双语教学。法律实务课程有：模

拟法庭、法律诊所、课程实习和毕业实习、科

研训练等。

    法学专业被评为山西省高校首批本科品牌

专业。2010 年被评为山西省法学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2012 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应用

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之一。

2013 年被确定为首批 18 个“国家知识产权培

训（山西）基地”之一。2014 年被确定为“山

西省地方立法研究咨询基地”省内唯一合作共

建单位。2015 年被确定为山西省特色专业。

2019 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

业，成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一流法学本科建设

专业。学院以 “中西会通、博专并重、德法兼修、

知行合一”为办学理念，力争成为省内领先、

国内知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基

地，以及服务山西法治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的

法学研究智库；培养具有求真务实精神、崇尚

法治精神，具有扎实法学理论功底和创新实践

能力的卓越法律人才。近年来考研率（含推荐

免试研究生）达到 50%；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通

过率达到 60%，通过人数和通过率在全省高校

法学专业连续多年保持第一。

    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设有法学理论、宪法

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和经济法学

五个二级学科，并拥有法律硕士（JM）专业学

位授予权；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设有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拥有先进的物证技术实验室、多功

能模拟法庭、图书资料室等现代化教学设施设

备和法学研究机构。

人才培养

    培养目标：法学专业培养具有法治思维，

服务国家法治建设的德法兼修的应用型、复合

型、创新型卓越法律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系统地学习和

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接受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

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及运用法律管理事

务与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从事法律工作

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

1、掌握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学、民法学、

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

法学、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学、劳动法与社会

保障法学等法学基础知识体系。2、具备法治精

神，熟练掌握法学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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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较高法律专业实践能力，能够将所学的

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综合运用于法学和法律

实务之中。4、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和探索能力，

能够开展基本的科学研究工作。5、了解国内外

法学的理论前沿，法律实践的发展动态。6、比

较系统地掌握一门外语，掌握计算机软、硬件

技术的基本知识。

毕业前景

法学院各类去向比例

就业

国内升学

境外深造

其他

近年毕业生主要去向

2019 届本科毕业生共 194 名。13 名学生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其中 5 名学生考取国家公务员。学院毕业生去向多为党委政

府部门，人大立法机关，法院、检察院、监察委员会、司法

行政机关、公安、海关税务、银行、证券、公证、仲裁、律

师、公司法律顾问、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各类涉法单位或

法务岗位，绝大多数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或法学教学科研工

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2019 届毕业生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同学共计 50（含推免

生 25）人，其中山西大学 18 人，其他院校 32 人。111 名学

生不就业拟升学。

2019 届毕业生中，多名学生境外深造。

就 

业

国 

内 

升 

学

境 

外 

深 

造

      2018 年有 175 名学生报名参加全国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共计 86 名同学通过考试，通过率

49.1%，创学院历史新高。

院长寄语

          “法学是法律规则之学；                                              

            法学是公平正义之学；                                             

            法学是权利义务之学；                                                   

            法学是以人为本之学。”

周子良

副院长（主持工作）、

教授、博士生导师

名师寄语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一日为师，终身为友！

法治文化是人类对自我的关怀，防止的是战争

和杀戮！”

王继军

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法为器，常念公平正义之真谛，信守公正

如天之宏愿。与法为伍，不忘有道有法之初心，

牢记道法自然之使命。”

陈晋胜

教授、博士生导师

26%

1%

6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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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由于追求善良与公平正义，因而是艺术；

法学由于强调真实与逻辑推理，因而又是科

学。”

汪渊智

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承文化、创新思维、教学相长、知行合一，

造就秉持正义、精通法理、多谋善断的卓越法

科人才，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

事业。”

李 麒

教授、博士生导师

“用真理阐释正义，用文字记载正义，用语言

传播正义，用行动践行正义，用法治守护正义，

让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李冰强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培养法治思维，不忘胸怀天下；坚定法治信

仰，不忘初心使命；德法兼修，做一个有灵魂

的法律人。”

张 钧

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西大学法学院 1985 届毕业生，山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一级
高级法官。

山西大学法学院 1986 届毕业生，现任中国
东方航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
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会长。

山西大学法学院 1987 届毕业生，现为第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国际城市
发展研究院院长。

山西大学法学院 1988 届毕业生，现任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
官。 

山西大学法学院 1989 届毕业生，现任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院友风采

院系风采

仇拉锁

郭俊秀

连玉明

齐  素

丁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