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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法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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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介绍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Peking University Fiscal Law Research  

Center）是以财税法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校级学术研究机构，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刘

剑文教授任主任。该中心先后于 2005 年、2009 年和 2014 年连续三次被评为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机构”，是法学类唯一连续三次获此殊荣的优

秀科研机构。  

     中心下设学术委员会、财税法理论研究室、预算法研究室、金融税法研究

室、民营企业税法研究室、美加财税法研究室、欧盟财税法研究室、东亚财税法

研究室、港台财税法研究室、国际税法研究室等机构。  

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 8 人，兼职研究人员 60 余人。研究人员主要是由美

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荷兰、奥地利、日本和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国家

（地区）的近 20 所著名大学，以及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等机构的专家、学者所组成。中心成立以来，

本着“自强、拓新、务实、开放”的精神，致力于打造全国财税法学的立体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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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平台，扩大中国财税法学的国内、国际影响，推进全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现代

化、国际化、信息化和市场化，已成为财税法学全国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财税法

律与政策智库。  



  3 

有较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并能够在实践中熟练运用法律、税收和会计解决涉

税问题的高级税法专业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参与本计划的法律硕士研

究生在完成法律硕士一般学习计划的基础上，修完本方向所要求的专业必修课和

专业高级课程，参加本方向要求的社会实践任务，并能够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之下

完成毕业论文。  

  

   

第三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高级课介绍  

  

1．税法专题（02917730）           48 课时  3 学分  

本课程目的在于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税法理论和制度运用的水平，通过专题研

究的方式，对税法的基础理论、税法理论在税法适用中的体现、税法制度在适用

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分析，理论结合实际，加深学生对税法制度的理

论和运用，提高运用税法理论处理相关实践问题的能力。   

授课主要对象是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他们已初步了解中国相

关法律制度，能够通过进一步学习，加深税法理论修养和税法理论的运用水平。   

要求学生必须已经初步掌握税法及相关法律的基础知识，并且具有一定的研究能

力，对税法基础理论及相关税法问题能够独立予以分析和研究，能够运用税法理

论和制度解决实践中所存在的税法适用问题。  

参考书：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刘剑文等：《财税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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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税法专题（02916950） 32 课时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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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剑文等：《财税法成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4.金融税法实务专题（02917721）   32 学时   2 学分。 

5.税收策划与法律实务（02917722）    48 学时   3 学分。 

6.外国税法专题 （02911170 ）           32 学时   2 学分。 

7.财政宪法专题（ 02911770 ）           32 学时   2 学分。 

 

 

第四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师资介绍  

  

刘剑文教授  

研究领域：财税法学、国际税法、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等  

简介：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兼

任世界税法协会（ITLA）主席，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

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国家税务总局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顾问、财政部法律顾问。    

  

张守文教授  

研究领域：经济法理论、财政法与税法 。  

简介：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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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勇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经济法、欧盟法、国际税法。  

简介：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湛中乐教授  

研究领域：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教育法、警察法。  

简介：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   

 

王锡锌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行政法、法律和行政过程分析、行政程序、比较行政法。  

简介：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汪劲教授  

研究领域：环境法、环境税法、经济法。  

简介：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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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国教授  

研究领域：西方法律思想史、英美侵权法 、外国税法  

简介：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

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叶姗教授  

     研究领域：社会法、财税法、经济法 

 简介：法学院院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法

学研究会理事。 

       

校外兼职导师：  

张志勇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张学瑞  国家税务总局总局法规司副司长 

李绍刚  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主任 

郜进兴  财政部副司长  

李万甫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所长 

平云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冷雪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戴文震  北京海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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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锡忠  上海左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宋  宁    中税咨询公司合伙人 

沈稚波  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 

黄富成  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 

  

第五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选拔办法  

  

一、选拔标准  

根据目前法学院现有的法律硕士研究生人数和我中心的实际承受能力，我中 

心计划接受不超过 30 名财税法方向法律硕士。  

（一）报名条件：  

1．对财税法有浓厚兴趣，有志于本领域的实务工作的；  

2．有财税、会计、外语及其他相关专业本科背景,但从事财税、会计、外语

工作者优先考虑；  

3. 团队意识强，不得私下联系指导老师；  

4．其他条件。  

  

二、 选拔程序  

1．报名：符合本方向报名资格的法律硕士，应在法学院规定的时间内提交

报名申请材料及有关的证明文件。第一志愿者优先考虑。  

2．选拔方法：审核书面申请材料,组织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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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交的证明文件  

1．申请人的简单情况介绍，包括本科学历、简单工作经历；  

2．本科学历、学位证明，本科成绩单，英语、其他语种水平证明；  

3．申请人对财税法的简单认识。  

   

第六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培养计划 

    一、培养目标 

掌握扎实、宽厚的财税法理论和系统深入的部门法知识，培养从事财税

法理论研究和教学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财税方面的立法官员、政府官员、

法官、检察官、律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和企业税务总裁等高级应用型人

才。 

   二、研究方向 

财税法专业方向包括：中国财税法、金融税法、国际税法和外国财税

法。 

1.中国财税法方向侧重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中国财政与税收制

度的正当性，财政民主、预算法治、税收法定、量能课税、实质课税等原

则，税法解释的方法，反避税的权力界限，税收构成要件及税收之债理论，

税收征收法。以及各种具体税法制度研究。 

2.金融税法方向重点研究财政资金用于投资和融资行为的法律规制，重

点关注财政投融资的必要性、审批程序和后续监管、政府性基金、政府公债

等问题；以及金融领域的课税法律问题。 

3.国际税法方向主要研究跨国所得课税的法律问题，包括税收管辖权的

分配，国际重复征税的避免，国际反避税及情报交换，国际税收协定和中国

双边税收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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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国财税法方向重点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财税法

理论与制度为样本，从比较的角度研究各个国家和地区财税法律理论与制度

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