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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稿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的第2009年秋季卷。
本卷选取了诸多优秀的法学论文，并分别编排入“法学专论”、“域外法评”、“比较视野”、“名
家讲坛”、“热点笔谈”等专题。
本书稿所选取论文结合实际，立足本土，具有一定的学科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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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过去，我们在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高级专门人才的口号下不断盲目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
2003年前后，全国硕士生招生规模的增长率一度高达30％左右。
可是，都增长到哪里去了呢？
主要是增长在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部分了，专业学位并没有明显增加。
结果是，法学院法学各专业的研究生数量成倍增长。
在几所政法大学里，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刑法专业每年的招生数都在百人以上，甚至法学理论
、法律史专业也都超过了三十人。
且不说如此规模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使得导师数量、指导质量、图书资料和教学设施条件等方面都成为
问题，单就这些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就足以对整个研究生教育构成根本挑战——社会上需要那么
多的民法学家、经济法学家、诉讼法学家和刑法学家吗？
需要那么多的法学理论、法律史专业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吗？
事实上，目前高校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绝大部分都着眼于未来就业方向积极准备各种资格考试，如司
法考试、公务员考试，对于本专业，只是抱着过得去甚至应付的态度。
否则，他们就常常为了求得学业和就业之间的平衡而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就业方面来看，社会容纳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学术理论人才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绝大部分法科研究
生毕业后要面向各种实务工作岗位。
但问题是，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机制并不足以为学生将来从事实际工作提供必要的准备，这是造成人才
培养与法律职业分离或脱节的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教育部要求，除不适宜应届毕业生就读的专业学位外，其他专业学位均面向应届毕业生招收专业
学位研究生，实行全日制培养，但就法律硕士招生来讲，今年并不存在面向应届毕业生的问题。
因为自2000年以来，法律硕士一直在招收应届非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
所以，今年扩大专业学位招生计划原本完全可将增加的指标直接投入现有的法律硕士招生计划之中。
然而，新增指标并未用于已有的法律硕士招生计划，而是明确规定“只能从第一志愿报考法学一级学
科[0301]下设各专业（030180除外）考生中调剂”，①而且必须是应届考生。
为此，还专门设计出一个新的招生专业名称——“法律硕士（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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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总第33期)》是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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