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法学前沿问题研究 

 

一、课程编码：2300201 

课内学时：  32   学分：  2    

二、适用学科专业： 法学所有专业 

三、先修课程： 法理学、民商法学、国际法学、环境法学、诉讼法学等法学专业基础课程。 

四、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研究生： 

1.进一步理解法学领域各专业学科最前沿的理论热点、难点问题； 

2.准确掌握法学领域各专业学科当今的发展动向，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教学方式 

    专题讲座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  法理学前沿基础理论                                                8学时 

1.1 法律方法论前沿问题研究 

1.2 比较法前沿问题研究 

2  民商法学前沿基础理论                                              6学时 

2.1 民商法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2.2 知识产权法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3  环境法学前沿基础理论                                              6学时 

3.1 中国环境立法与执法前沿理论动态研究 

3.2 外国环境法的新发展 

4  国际法学前沿基础理论                                              6学时 

     4.1 当今国际公法前沿理论问题研究 

    4.2 当今国际经济法前沿理论问题研究 

     4.3 国际私法的重大理论热点、难点问题  

5  诉讼法学前沿基础理论                                              6学时 

   5.1 民商事程序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 

    5.2 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1.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陈金钊等.法律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5.[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6.[日] 我妻荣.民法讲义Ⅱ 新订物权法[M].于敏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7.王泽鉴．民法物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尹田.法国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9.韩德培.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0.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王灿发.生物安全国际法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12.龚向前.气候变化背景下能源法的变革[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13.邵明.民事诉讼法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4.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余劲松.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韩德培.国际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7.杨成铭.人权保护区域化的尝试—欧洲人权机构的视角[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

社,2000. 

18.李寿平.现代国际责任法律制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19.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0.[英]安托尼•奥斯特.现代条约法与实践江国青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5. 

21.江国青.演变中的国际法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九、大纲撰写人：李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