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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法学）项目

“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方向招生简章

一、国际公法学科

北京大学国际公法学科承担北大法学院国际公法专业学生的教学任务，旨在

培养系统掌握国际法基础理论、熟练运用一门或多门外语、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

国际法律人才，向政府涉外部门、国际组织、国际律师事务所、地方政府和大型

企业等输送新鲜血液。自 1978 年以来，本学科共培养了约 700 名国际法专业学

生，包括 300 余名本科生、近 300 名硕士生和近 100 名博士生。他们活跃在当下

中国的政治、外交、法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不少已成为中国国际法学界和实务

界的栋梁。

二、“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方向

自 2024 年起，国际公法学科在北大法学院法律硕士（法学）项目中增设国

际法与国际组织方向，每年招收不超过 10 名学生。本培养方向开设专业必修课

5 门，以及多门选修课程（核心课程介绍见附件 1），并提供专业法语选修。毕

业论文在国际公法与国际组织法领域内选题。

本方向将为入选者选派导师（师资简介见附件 2），并在安排奖学金、助

研、助教及国际机构实习等方面，享有与国际公法硕士生同等机会。

“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方向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平台为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

所（简介见附件 3）。研究所将负责本方向学生的奖学金等事务。

三、选拔标准和程序

（一）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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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法学专业本科的学生，成绩优异，均可提出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申请人

将被优先考虑：

（1）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有浓厚兴趣，并有志于从事国际法、外交、国际

组织、大型企业涉外业务、律所国际业务等工作；

（2）本科成绩（特别是国际法相关课程）优良；

（3）外语水平较好，国家英语六级、托福、GRE 和雅思等英语/外语考试成

绩优秀。

（二）申请材料

申请者应在法学院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材料及有关证明文件，需要提交的

材料包括：

（1） 个人中英文简历；

（2） 个人陈述：包括学习和工作经历、选择本方向的原因、未来职业规

划等内容；

（3） 本科成绩单；

（4） 外语考试证书和所获奖励证明文件复印件（如有）；

（5） 国际法相关研究成果复印件（如有）。

（三）选拔方法

本专业方向招生按法学院统一安排进行。在审查书面材料后，本专业方向将

组织面试，考察申请人的法学思维能力、国际法知识和外语运用能力。根据面试

情况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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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核心课程简介

1. 国际法基本理论（3学分，专业必修）

授课教师：陈一峰

秋季开课。本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旨在引导学生了解、掌握国际法的前

沿理论、核心议题和主要研究方法。课程围绕国际法的历史、国际法与国际关

系、国际法的渊源、武力使用、人权保护、国家责任等国际法基本问题展开，系

统介绍西方国际法学理论前沿问题，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批判性学习的能

力。指导学生精读 1000-1500 页英文原著，提高其专业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组

织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的思辩和表达能力；指导完成课程论文，训练论文写作能

力。

2. 国际司法判例（3学分，专业必修）

授课教师：廖雪霞

秋季开课。本课程以国际法院的经典案例为研习对象，并依据国际法的概念

体系对这些案例进行编排。本课程旨在引领同学熟悉国际法院司法案例的一手文

献，理解国际法院对国际法的影响与塑造，并了解国际法院实践的最新发展方

向。本课程指导学生每周精读 1-2 个国际法院案例，提高专业英文阅读能力和分

析能力，并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堂报告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使学生逐步掌握国际

法的解释、适用与论辩，提高对国际法庭在争端解决中的功能与局限的批判性思

考能力。

3. 国际组织法（3学分，专业必修）

授课教师：陈一峰、陈晓航

春季开课。本课程从国际组织机构法、程序法的角度出发，结合国际组织实

践，对国际组织的章程、成员构成、法律人格、组织机构、决策机制、特权与豁

免等核心法律问题展开探讨。同时，课程对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

国际组织开展个案分析，探讨全球治理中的权力构建、治理机制和治理话语。课

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国际组织法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有关资料，培养运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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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去分析和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强化研究全球治理问题中的国际法与国际

组织法视角。

4. 国际环境法（3学分，专业限选）

授课教师：张康乐

秋季开课。本课程注重国际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讲授国际环境法造

法、实施和争端解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国际环境法领域的热点和难点

问题。本课程将涵盖气候变化、大气保护、跨境水、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废弃

物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结合国际环境法典型案例，提升学生处理具体国际环境

领域的法律问题的能力。课程还会引入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学术热点问题，覆盖贸

易与环境，金融与环境，人权与环境，人道法与环境，环境合规等领域，培养学

生的学术问题意识以及在特定领域与主流学界对话的能力。

5. 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研究（3学分，专业限选）

授课教师：陈一峰、白桂梅

春季开课。本课全面介绍国际人权监督机制及其内部关系，包括四部分内

容：第一部分重点是联合国内以宪章为基础的机构和相关程序；第二部分的核心

是以条约为基础的机构和相关程序；第三部分着重讨论区域人权监督机制，包括

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委员会及法院、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及法院；第四

部分主要涉及国际法院和法庭，例如国际刑事法院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

6. 国际法英文原著选读（3学分，专业限选）

授课教师：张康乐

春季开课。本课程注重对国际法英文原著的阅读，以英文国际法学领域最具

影响力的著作为阅读对象，引导学生深入阅读和思考国际法英文原著，并分析和

讨论原著的哲学基础、写作思路、论证方法等。本课程主要选择欧美英文国际法

学经典读物进行阅读。课程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必要时会讲解和分析疑难句

子和段落，并要求学生做适当的练习，培养学生细致入微的文献阅读和解析能

力，提高学术敏锐度和学术审美，为学生从事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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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师资介绍

1. 李鸣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

基本理论、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2. 陈一峰

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执行所长、亚洲国际法

学会执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组织法、全球治理、国际劳工

保护。

3. 廖雪霞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助理。主要研究方向

为海洋划界、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4. 张康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助理。主要研究方向

为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环境法、法律与发展。

5. 陈晓航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历史、国际法基本

理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6. 白桂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人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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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是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现法

学院）国际法教研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术机构，1983 年 5 月经教育部批准成

立，创始所长为王铁崖先生。研究所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设立的第一个从事国际

法研究的专门机构，曾聚集王铁崖、赵理海、邵津和程鹏等老一辈杰出国际法学

者，他们的著述对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所始终坚持

传播和发展国际法的宗旨，经常举办国际法论坛和研讨会，其经典项目“王铁崖

国际法系列讲座”，迄今已举办近百场。研究所与国内外国际法研究机构和同行

保持密切关系，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研究所旨在促进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行国际法理论和现实问题研

究；培养国际法理论与实务高端人才；开展国内外国际法学术交流活动；为政府

和其他机构提供专业咨询。

研究所的工作包括开展“中国国际法国家实践”系列研究；负责北大本科、

硕士和博士学生的国际法教学；主持“王铁崖国际法系列讲座”；举办“北大国

际法论坛”；主编《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支持北大国际法学生的学术和

实习活动；指导北大法学院学生参加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协助北大法学院图书

馆完善国际法文献资料。

研究所还十分关注国际法学生的个人发展，通过多项基金奖励成绩优异、综

合素质突出的学生，鼓励学生发表国际法论文或研究报告，支持学生赴联合国等

国际组织实习进修。

研究所现有 10 名研究人员，包括陈一峰、廖雪霞和张康乐 3 名在职教师，

陈晓航博士后研究人员，和退休教师李鸣、饶戈平、李红云、龚刃韧、白桂梅和

宋英 6人。李鸣为所长，陈一峰为执行所长。研究所还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担任兼职研究人员和法律硕士兼职导师。研究所由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下设的

王铁崖国际法基金、国际法发展基金、鲲鹏国际法基金、魏敏国际法基金等多个

基金提供财务支持。研究所设有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对北大国际法教学与研究

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担任，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为研究所筹募资金并审

议所长提交的研究所年度工作及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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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法律硕士（法学）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方向教学培养

计划（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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