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9 文法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是在原社科系的基础上，整合相关专业于 2001 年

4 月组建而成，是集法学、公共管理和设计学等多学科、多专业的教学与研究

机构。

学院现有教职工 86 人，设有法学、行政管理、产品设计、环境设计、视

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六个本科专业，其中法学、产品设计是江西省高

校本科品牌专业和校级重点建设学科。

学院现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民商法学、刑

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等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同时具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授予权，另设有生态设计与技术和法行政学 2个二级交叉学科硕士点。

学院现有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赣南客家文化数字化研究院、赣南客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赣南地方立法研究院等省市学科（术）平台，其中环

境资源法研究中心为江西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客家文化数

字化研究院为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另有中央苏区法制研究中心、

区域与社区治理研究中心、赣南室内设计研究中心等校内研究平台。

学院近年来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教学基础夯实，获批教育部

“欧特克”软件支持计划、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项目以及江西省卓越法

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获批江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教材奖多项；科学研

究方向明确、富有特色，发展优势突出，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承担

了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20 余项，省部级项目百余项，获省部

级科研及教学成果奖 20 余项；出版教材和专著 20 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其

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权威期刊检索。学院积极组

织学生参加各类比赛，在“红点奖”、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江西省大学

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大赛等国内外赛事上取得了优异成绩。

学院特别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和优秀人才的培养，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专业

素质拓展活动，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学院还特别注重学生创新创业素质的

培养，成立了创新创业中心，为学生提供生态设计与文化实验室、天纵产业创

业园、摄影摄像基地、模拟法庭、模拟听证室、工业设计创新创业中心、装饰

材料工程实验室、数字媒体艺术及动画（交互设计和数字影像）各种专业实践

平台，极大提升了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



0301 法学（一级学科）

江西理工大学法学专业创办于 1988 年，是江西省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

2007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0 年获批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2

年获批江西省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2014 年获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

予权并于 2015 开始招收法律硕士。法学一级学科是江西理工大学的重点建设

学科，拥有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

司法理论研究基地（与江西省高级法院共建）和赣州地方立法研究基地（与赣

州市人大常委会共建），是江西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和江西省法学会

中央苏区法制研究会会长单位。本学科现有专兼职教师 30 余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15 人，博士 10 人，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2 人。2017 年，江西

理工大学法学一级学科将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学等四个二级学科方向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点及研究方向

本研究方向注重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基础理论及应用专业知识，特别关

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理论在法治政府、环境与资源行政法制、地方立法、区域法

治理论与实践等领域的应用。下设三个研究方向：

（1）环境资源行政法

（2）立法理论与实践

（3）区域法治理论与实践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本专业现有专职导师 3人，兼职导师 4人，其中副教授 3人、博士 2人。

曾文忠，男，江西抚州人，副教授，法学硕士。近年来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

题 8项、地市级课题多项，参编教材 1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校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二等奖。

朱国华，男，山东菏泽人，博士，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团队负责人，赣州

地方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近年来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 5项，主持地方立法课

题多项，出版学术专著 1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近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代表性学术论文包括《我国法治



文明的和谐发展路径构想》、《改革开放以来法的本质理论的科学发展轨迹》、《公

共舆论视野中的乡村治理》、《和谐社会建设中安定有序的要素体系探析》、《村庄

政治与中国政治发展》等。

本学科目前承担的主要科研课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社会资本理论视

域下的环境法治绩效解释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谐社会视角下的

法治文明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环境的法制保护体系研究》、《网络政治

视域下的地方治理》，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等。

4.本硕士点培养条件

本硕士点有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好，专业理论基础强，职称、学历、年龄、学

科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教师 6人，其中副教授 3人、博士 2人。

该学科点拥有独立的资料室，拥有专业图书万余册，学术期刊 10 余种。

有专供研究生使用的连接校园网的电子阅览室。具有完善的教育与教学设

备，能为广大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与开设的主要课程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能全面发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神和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具有较强敬业精神；具有坚

实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和系统的法学专业知识；具有严谨科学的学风，熟练掌握一

门以上（含一门）外国语；身心健康；具有独立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以及法学

理论教学、研究或司法实践工作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本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法理学高阶、民法基本原理、刑法基本原理、环

境法总论、宪法学原理、行政法基本理论、立法法原理、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

等。

030104 刑法学

1.刑法学硕士点及研究方向

江西理工大学刑法学硕士点基于刑法保护法益和保障权利的特点，关注赣南

苏区的各种刑事犯罪，尤其是环境资源犯罪、职务犯罪、性风化犯罪等犯罪类型

的刑法理论及犯罪控制研究，注重刑法价值和机能的反思与重构。强调刑事诉讼

法对实现刑法价值的意义，坚持刑事一体化的研究路径，并深入研究各类犯罪的

现有态势、具体成因及其防控对策，以有效控制刑事犯罪，为赣南苏区的振兴发



展提供稳定安宁的社会环境。

本专业的研究方向包括：

（1）中国刑法

（2）中国刑事诉讼法

（3）环境刑法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本专业现有 7 名研究生导师，其中专职导师 4 人，兼职导师 3 人；教授 1

人，副教授 2人；博士 2人，硕士 5人。

钟健生，男，江西南康人，教授，二级高级法官，刑法学硕士，江西理工大

学副校长，江西省法学会中央苏区法制研究会会长，原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九三学社赣州市委会主委，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赣州市政协副主席。

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和江西省人民法院重点招标课题多项，在《法商研究》《法学

杂志》《政法论丛》《人民司法》《江西社会科学》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多次获

得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二等奖以上奖励多项。

苏雄华，男，四川大竹人，副教授，刑法学博士，法律系副主任及刑法学教

研室主任，江西省法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犯罪学会理事，江西省

金融法学研究会理事，赣州市政法委及南康区政法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家组成

员，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在《政治与法律》《河北法学》《江西社会科

学》、《重庆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了《犯罪过失理论

研究》《侵犯妇女法益的犯罪研究》等著作近 10 部。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省级课题多项，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华东律师论坛一等奖、

中部崛起论坛三等奖、江西省法学会二等奖等奖多项，获得校级“最受学生欢迎

的十佳教师”等称号。

李贤春，男，江西南康人，副教授，刑法学硕士，江西省犯罪学会理事，南

康区人民检察院咨询专家，赣州监狱出狱评估专家，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兼职律

师。在《人民检察》《前沿》《犯罪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编、副主编

法学专业教材 2部，主持、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近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代表性学术论文包括《生态文明

制度的冲突与整合》《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罪过厘定》《淫促者性侵幼女的刑法规制

研究》《赦免——死刑存废的另类思考》《认真对待刑事搜查》等，另出版学术专



著、编著和法学教材 20 余部，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华东律

师论坛一等奖、中部崛起论坛三等奖、江西省法学会二等奖、江西省犯罪学会二

等奖等奖励多项。

本学科现承担的科研课题主要有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幼女性权利保护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关于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调研》，江西省社会科学

“十二五”“十三五”规划课题、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等课题

多项课题。

4.本硕士点培养条件

本硕士点有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好，专业理论基础强，职称、学历、年龄、学

科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所有硕士生导师均有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三人为兼职

律师，三人长期在中级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一人长期在检察系统从事研

究工作，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本硕士点为法学研究生和法律硕士研究生开设《刑

法总论》、《刑法分论》、《刑事诉讼法》、《环境刑法》、《犯罪学》、《刑事疑难案例》、

《法律方法》等课程。本硕士点拥有专业图书万余册，学术期刊 20 余种。有专

供研究生使用的连接校园网的电子阅览室。具有完善的教育与教学设备，能为广

大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本硕士点在课后定期举行周末学术沙龙、刑事法学术论坛及国内学术会议，

拓展研究视野，提升研究水平。目前已培养刑法学硕士 30 余名，刑事法方向法

律硕士 50 余名，本硕士点研究生多次获得省级和校级创新项目，多次获得华东

律师论坛和中部崛起论坛二等奖以上奖励，多人次获得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

金、学校一等奖学金和校级优秀毕业论文，有的同学应届考上西南政法大学攻读

刑法学博士学位。

5.培养目标与开设的主要课程

本专业旨在培养自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

业道德，了解刑法学的基本原理，注重中外刑法学的比较及应用，能够综合运用

法律、政治、经济、管理、社会、外语、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知识，对各类刑事犯

罪深入研究，能够独立从事刑事法律研究和应用的卓越法律人才。

本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刑法总论、刑法各论、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刑法史、法理学进阶、刑事政策研究、外国刑法概论、职务犯罪研究、外国

刑法学、环境刑法学、经济刑法学、刑法前沿问题研究、刑事法实务专题研究等。



030105 民商法学

1.民商法学硕士点研究方向

江西理工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点注重民商法学的应用性及实践性特点和自身

的专业特色，特别关注民商法学理论研究在服务地方社会、振兴赣南苏区方面的

应用价值，尤其在民法基本理论、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公司

法、保险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本专业的研究方向包括：

（1）民法理论与实务

（2）商法理论与实务

（3）环境侵权与生态损害赔偿

2.导师队伍情况

民商法专业硕士点现有专职导师 4人，兼职导师 4人，其中教授 1人，副教

授 4人，博士 3人。

项波，男，安徽桐城人，法学硕士，副教授，文法学院院长，江西省法学会

理事，赣州市法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理论与实务，公开发表《经济

法学科的交叉式教学改革》、《论消费者的知情权》等学术论文近 20 篇。主持省

级课题 3项，参与教育部、司法部和江西省人文社科课题十多项。

李锴，男，江西宁都人，法学硕士，副教授，江西省法学会理事，民商法学

二级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湖南社会科学》、《江

西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篇，主持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

题、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公开出

版《合同法》（主编）等法学专业教材 2部。

宋金华，女，江西宁都人，法学硕士，副教授。近年来公开发表本专业学术

论文近 20 篇，主持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招标项目等省部级课题 3项、市厅级课题 6项，公开出版《商法学》（主

编）、《经济法》（副主编）等法学专业教材 3部。

3.本方向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近年来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包括《法定代表人刍议》、《试论我国环

境损害赔偿的国家责任》、《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论我国林地地役权制度的完

善》、《矿业用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的改革》、《同一财产上担保物权并存之顺位研究》、



《同一财产上质权并存之顺位研究》、《水权转让的主体和客体》、《我国水权若干

问题的法律思考》等。

本学科目前承担的科研课题包括《物权法的实施与自然使用权相关问题研

究》、《浮动抵押融资法律制度研究 ——以江西省中小企业融资为例》、《集体林

权改革法律制度研究》、《集体林权改革后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研究》等。

4.硕士点培养条件

本方向有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好，专业理论基础强，职称、学历、年龄、学科

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教师 8人，其中教授 1人，副教授 3人，博士 3人。

法学学科点拥有独立的资料室，拥有专业图书万余册，学术期刊 10 余种。

有专供研究生使用的连接校园网的电子阅览室。具有完善的教育与教学设备，能

为广大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

本硕士点旨在培养品行端正、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

神和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具有坚实的民商法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民商法学专业

知识；具有严谨科学的学风；身心健康；具有独立从事民商法教学、研究或司法

实践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本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民法基本原理、商法总论、物权法、外国民

商法、债与合同法、公司法专题、国际商法、经济法原理、知识产权法专题、民

事诉讼法专题、破产法专题、金融法专题、电子商务法、婚姻法与继承法、国际

私法专题、票据法专题、保险法专题、侵权责任法、社会法学原理等。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点及研究方向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科是我国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兴法学学科，

该学科既注重对民商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传统法学二级学科研究方法的

综合运用，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学理论体系，是实践性很强的法学应用学

科。江西理工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科是适应国家和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建设的法学法学二级学科，该学科 2007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本专业的研究

方向包括：

（1）环境法基本理论



（2）污染防治法

（3）自然资源法

（4）国际环境法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本专业现有专职导师 4人，兼职导师 4人，教授 2人，副教授 4人，博士 4

人，在读博士 1人。

王世进，男，教授，江西龙南人，江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国环

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法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法学

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

理工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负责人，法学一级学科带头人。发表学术论文近

50 篇，其中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篇，主持教育

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市

厅级课题多项，公开出版法学专著和教材 6部，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

项、江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1项。

徐忠麟，男，江西樟树人，教授，法学博士，江西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江西省“百千万人才计划”入选者，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江西省法学

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专职副会长。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编、副主

编法学专业教材 3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主持完成省部级重点课

题 1项、一般课题 2项，主持在研省级课题 2项、在研校级质量工程 1项，参与

10 余省部级课题；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项、江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1

项，其他科研奖励多项。

杨凌雁，女，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环境法基本理论和污染防治

法学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 10 多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多项。

3.本方向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硕士点近几年来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项目 3项，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承担地方科研项目 10 余项，承担中央和地方环

境资源立法项目多项。主编法学专业教材 3部，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有

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省部级奖 3项。

4.本硕士点培养条件



本学科方向拥有一个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理工

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多年来，环境资源法重点研究基地在研究生培养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硕士点有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好，专业理论基础过硬，职称、学历、年龄、

学科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导师 4人，兼职导师 4人，教授 2人，副教

授 4人，有博士学位 4人，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1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计

划”入选者 1人。

该学科点拥有独立的资料室，拥有专业图书万余册，学术期刊 20 余种。有

专供研究生使用的连接校园网的电子阅览室。具有完善的教育与教学设备，能为

广大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与开设的主要课程

本硕士点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能正确分析和处理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关系，从事环境资源

法学理论研究和从事环境资源立法、执法、司法实务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法理学、刑法基本理论、民法基本理论、环境法

总论、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国际环境法、比较环境法、环境侵权法、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公益诉讼等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

0301J1 法行政学

1.本学科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法行政学是法学与行政学及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学科，

2016 年“法学”一级学科下获批的二级交叉硕士学位点，本学科是省级重点学

科。主要研究方向有：

（1）公共行政与法治。该方向主要研究法治现象与公共行政现象之间的关

系，法作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属性和工具属性，公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目的性，

法治与公共行政行为等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公共行政学理论。主要研究

内容包括：公共行政法治化、公共行政责任与伦理、公共决策与法治、依法行政

与法治政府等内容。

（2）社会治理与法治。该方向主要研究法治现象与社会治理现象之间的关

系，研究社会治理的手段与目标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等内容，从而为建设和谐社



会、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社会治理

法治化、法治与和谐社会、社会组织与法治、社会治理机制与法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建设等内容。

（3）资源环境管理法治化。该方向针对资源环境开发及管理研究资源环境

法治现象与行政现象之间的关系，研究法治作为资源环境开发及管理的目标和工

具、构建资源环境开发及管理的法律机制和行政管理体系，从而为地方政府依法

行政和依法治国提供指导。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资源环境管理与法制、地方政府

资源管理体系及机制、资源环境开发及管理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导师队伍。目前

有全职导师 10 人，其中教授 7人，副教授 3人，已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 6人，

在读博士 1人；拥有法律及行政机关实际工作背景的教师 6人。

陈华平，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公共管理系主任，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改革与治理、国家治理。近年来先后主持“公务员道德建设

新视角的研究”、“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机制研究”“中央苏区国家治理的实践

与经验启示研究”“习近平国家治理理论及其特色道路话语体系构建研究”等省

部级科研项目，参与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探索

研究”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于网络舆情演变的基层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等。

主编及参编《现代公文写作与处理教程》、《行政伦理导论》、《公共管理学》等教

材 3部。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近 20 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篇。

主持“行政管理专业‘项目驱动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获江西省教学成

果二等奖。

伍自强，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江西省公共管理学会副

会长，江西省高校第七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长期从事高校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主持“独立学院的理

论与实践探索”等多项省部级课题，在《教育探索》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多

篇，主编出版教材 2部，专著 1部。

胡建华，男，管理学硕士，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地方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政府危机管理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

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1项，主持完成教育部

人文社科等省部级项目 6项，参与完成地方政府委托研究项目若干项，在《行政



论坛》等 CSSCI、核心期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曾获江西省教学成

果奖和优秀指导老师多项奖励。

刘家明：男，管理学博士、副教授；获省级教学科研成果 5项；出版学术专

著 3 部，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 CSSCI 与核心期刊论文 20 篇），4 篇论文

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摘，曾获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咨询报告等奖励。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改革、平台经济政策、政府

多边平台与平台型治理；年均发表重要学术论文 5篇。完成的项目有：广东省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研究”；主要在研项目有：江西省

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多边平台视域下高校创业教育平台转型研究”，江

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边平台视域下政府就业服务中心平台型治理

研究”。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点近年来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6 项，省部级项目 200 余项；与赣州

市蓉江新区、崇义县和会昌县等地方政府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出版学术著作 8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被 CCSCI、SCI、EI、ISTP 检索 30 余篇。

4.培养条件

本学科点师资力量较为雄厚、年龄及梯队结构合理。目前有全职教师 16 人，

其中教授 7人，副教授 6人，讲师 3人；已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 10 人，在读博

士 1人；拥有法律及行政机关实际工作背景的教师 6人。学科点拥有法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专业硕士点和“矿业发展研究

中心”和“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等江西省哲学

社会科学（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学科点具有完善的教学软硬条件，有

充足的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和实践教学条件，与赣州市及周边地市政府部

门及有色冶金行业单位签定 18 个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同时，聘请了一批实践

经验丰富的单位领导或专家为兼职指导教师。

5.培养目标及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

培养目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端研

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拥有良好

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

良好的公共精神和敏感的问题意识，初步具有法治理念和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本学科适应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主要为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高

等院校培养兼具法学和管理学专业理论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基础理论课包括：法理学、行政学理论与方法、行政法基本理论、政府理论

及前沿。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社会治理理论、法治政府理论。

0305J1 生态设计与技术

1.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生态设计与技术交叉学科研究在经济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设计活动与生态

文化学、生态哲学及生态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生态设计方法和思想，采用

合理的技术，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开展建筑、产品、信息、景观、

农业等领域的生态设计与生态技术研究。学科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生态设计及理论

研究、生态技术及艺术研究、生态经济及区域文化研究等三个方向。

生态设计及理论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在信息时代，互联网物联网+背景下的生

态设计原理与方法，研究信息化时代产品生态设计、建筑生态设计、信息生态设

计、城市生态设计等。

生态技术与艺术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生态信息技术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联

系，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文化艺术、信息媒体等进行创新设计，对生态工程活动进

行数字仿真模拟设计。

生态经济及区域文化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利用现代生产制造技术、计算机信息

技术结合生态设计开展经济文化研究，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

效统一。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学科

现有 39 名教师，包括 1名教授和 13 名副教授，其中外聘教授 2名。

易崇英：教授，1984 年毕业于南昌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2010 年毕业

于武汉大学传播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江西省广告协会会员，江西省广告协

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传播学会会员，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江西赛区评

委。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获江

西省一等奖 1项。主持中国教育部人文课题 1项，主持江西省级课题 3项。主编



教材 1部，参编 1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

王犹建：副教授，文法学院副院长。2004 年于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理论高

级研修班学习，2006 年于柏林艺术大学夏季学院（中国）数字艺术研修班学习。

从事设计理论及文化数字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江西省第五届工业设计双年展专

家评委，江西省大学生动漫与艺术设计技能大赛专家评委。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

5项，横向课题 4项到账金额 24 万元，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国家级核心以上

论文 13 篇。

黄金发：副教授，江西理工大学设计系主任，产品设计教研室主任。主要产

品设计及工业设计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对工业设计、人机工程学、江西的客家

文化、生态设计等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工作期间主持了 9项省级课题，4项市厅

级和 8 项校级课题，获得 8 项省级教育教学类成果奖，发表了 32 篇学术论文，

论文获省级以上奖项 9项。作品获得了实用新型与外观专利 6 项，获 15 项省级

奖，指导学生多次在国际红点奖、IF 奖、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全国 3D 建

模大赛、江西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等赛事中获奖。2009 年、2011 年连获两届

“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称号。为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工业设计分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深圳市人体工程学应用协会

理事、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为中国著名《设计》杂志学术指导专家。

黄浩锋：副教授，数字媒体艺术教研室主任。2006 年至 2012 年负责校企合

作“商业动画实验班”教学与管理。2014 年起组建“赣州市非物质文化数字研

究基地”，主要从事非遗数字化保护研究。参与教育部课题 1项，主持省级课题

5项，主持地市级课题 1项，校级质量工程 3项。并获江西省各类比赛奖 4项，

发表学术论文 9篇，主编著作 1部，参与出版专著 1部。

王研霞：副教授，艺术学硕士，江西理工大学设计系教师。主要从事红色文

化与设计艺术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 1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

5项。发表论文 12 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 6篇，指导学生在专业大赛中获奖 50

余项。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点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 余项，省部级项目

百余项，获省部级科研及教学成果奖 20 余项；完成横向课题 10 余项，在研 10

项；导师年均科研经费 12 余万。出版教材和专著 10 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其中多篇论文被 SCI、EI、ISTP 检索。学科点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比赛，在

“红点奖”、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江西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大赛

等国内外赛事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设计学科近五年获奖数达 700 多项。与深圳麦

锡产品策划有限公司、深圳市多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星艺装饰集团福建装

饰有限公司、深圳市矩阵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赣州道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产品设计与运营企业及赣州本地多个制造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赣州林

业局、赣州广播电视台、江西省水利厅、赣州市水文分局等政府部门提供了长期

的生态科技服务，一批成果得到应用。

4.培养条件

本学科点拥有一支学术特长明显、知识丰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导师队伍，

其中教授 1名，副教授 13 名，校外兼职教授 2名。近年来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

家社科基金科研课题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主持参与了近百项省部级纵向

课题，完成了多项横向课题研究，并有多项课题在研。设计学科拥有 2个教育部

欧克特改革项目、1个省级品牌专业、2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1个省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活动基地，一个国家级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中心，两 6个校级实验室，

5个校级创新实践工作室，一个大型学术报告厅。具有先进完备的科学研究设备

和仪器，总价值 1200 多万元。此外，加强校企合作，与企业共建了“生态设计

与文化实践中心”。并建立了艺术展览展示系统、科研服务教学系统、图书史料

系统、校园文化系统、定期性的国内外学术讲座等。本学科具备研究生培养的师

资、课题、实验等良好的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

生态设计与技术专业以生态设计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计算机科学技术、机

械设计为技术手段，培养能适应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具有生态系统工程理念，

从事生态设计及理论研究、生态技术及应用研究、生态经济及区域文化研究等方

向理论研究和从事景观生态设计、产品生态设计、信息生态设计等领域设计实践，

服务于我国生态经济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复合型人才。

基础理论课包括：自然辩证法、生态学理论与研究、设计方法学、计算机辅

助设计；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生态工程学、产品系统生态设计、城市生态与环境

设计、生态科学专题；

必修课包括：生态科学进展、设计美学。

035100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1.硕士点简介及研究方向

江西理工大学法律硕士点注重法学学科的系统性学习，关注法学的应用型和

实践性，以服务地方社会、振兴赣南苏区为目标，开设了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应

用型课程，注重法律硕士生的社会实践和法律实务活动，致力于提高法律硕士生

的专业知识水准与法律实务应用能力。

法律硕士的研究方向包括：

（1）民商法学

（2）刑事法学

（3）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学

（4）行政法学

（5）经济法学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法律硕士硕士点现有一支年富力强、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和理论基础好的

专职教师队伍，其中教授 7人，副教授 12 人，博士和在读博士 11 人，具有相关

职业资格（律师、破产管理人等）的专任教师 18 人。此外，学校还聘请了江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赣州、吉安、抚州、韶关、龙岩等地中级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具有高级职称的法官、检察官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律师和企

业法务人员共计 28 人为担任法律硕士兼职教师，围绕法律硕士培养的需要按专

业方向组建了 8个专兼职师资比例合理的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

钟健生，男，江西南康人，教授，二级高级法官，刑法学硕士，江西理工大

学副校长，江西省法学会中央苏区法制研究会会长，原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九三学社赣州市委会主委，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赣州市政协副主席。

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和江西省人民法院重点招标课题多项，在《法商研究》《法学

杂志》《政法论丛》《人民司法》《江西社会科学》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多次获

得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二等奖以上奖励多项。



王世进，男，教授，江西龙南人，江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国环

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法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法学

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

理工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负责人，法学一级学科带头人。发表学术论文近

50 篇，其中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篇，主持教育

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市

厅级课题多项，公开出版法学专著和教材 6部，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

项、江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1项。

徐忠麟，男，江西樟树人，教授，法学博士，江西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江西省“百千万人才计划”入选者，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江西省法学

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专职副会长。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编、副主

编法学专业教材 3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主持完成省部级重点课

题 1项、一般课题 2项，主持在研省级课题 2项、在研校级质量工程 1项，参与

10 余省部级课题；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项、江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1

项，其他科研奖励多项。

项波，男，安徽桐城人，法学硕士，副教授，文法学院院长，江西省法学会

理事，赣州市法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理论与实务，公开发表《经济

法学科的交叉式教学改革》《论消费者的知情权》等学术论文近 20 篇。主持中国

法学会课题 2项，省级课题 3项，参与教育部、司法部和江西省人文社科课题十

多项。

李锴，男，江西宁都人，法学硕士，副教授，江西省法学会理事，民商法学

二级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湖南社会科学》、《江

西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篇，主持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

题、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公开出

版《合同法》（主编）等法学专业教材 2部。

苏雄华，男，四川大竹人，副教授，刑法学博士，法律系副主任及刑法学教

研室主任，江西省法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犯罪学会理事，江西省

金融法学研究会理事，赣州市政法委及南康区政法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家组成

员，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在《政治与法律》《河北法学》《重庆社会科

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了《犯罪过失理论研究》《侵犯妇女法

益的犯罪研究》等著作近 10 部。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省级课题多项，



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华东律师论坛一等奖、中部崛起论坛三等

奖、江西省法学会二等奖等奖多项，获得校级“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等称

号。

曾文忠，男，江西抚州人，副教授，法学硕士。近年来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

题 8项、地市级课题多项，参编教材 1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校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二等奖。

李贤春，男，江西南康人，副教授，刑法学硕士，江西省犯罪学会理事，南

康区人民检察院咨询专家，赣州监狱出狱评估专家，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在《人民检察》、《前沿》、《犯罪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10 多篇；主编、副主编

法学专业教材 2部，主持、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宋金华，女，江西宁都人，法学硕士，副教授。近年来公开发表本专业学术

论文近 20 篇，主持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招标项目等省部级课题 3项、市厅级课题 6项，公开出版《商法学》（主

编）、《经济法》（副主编）等法学专业教材 3部。

赖玉中，男，江西信丰人，刑事诉讼法学博士，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兼职律

师，出版专著《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研究》，在《中国刑事法杂志》《政法论丛》《河

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人民法院案例选》《检察日报》等期刊、报纸上发

表学术论文、随笔十余篇，参编《刑事诉讼制度论》《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主持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和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招标

课题各一项。

靳文辉：1978 年 12 月出生，甘肃天水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法院审判员，2011 年破格评聘为副教授，2014 年破格评聘为教授。近年来，

在《法学研究》、《法商研究》、《法学家》、《法律科学》、《法学》、《现代法学》、

《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软科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CSSCI 期刊

论文 20 余篇，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文摘》全文转载，出版专

著 1部，参与撰写著作 1部，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司法部法学与法治理

论、中国法学会项目等各类项目 16 项，参与中国法学会重点项目、教育部项目

等各类项目 10 余项，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赖彩明：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二级高级法官。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在《法学》、《人民检察》等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10 篇。主持参与多个省部

级课题，获得省部级奖励多项。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法律硕士硕士点近几年来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5项、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项目 3项，中国法学会课题 2项，省部级课题 30 余项，承担地方科研项

目 10 余项，承担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立法项目多项。主编法学专业教材 5部，

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有 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省部级奖

4项。

4.本硕士点培养条件

法律硕士硕士点有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好，专业理论基础过硬，职称、学历、

年龄、学科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导师 12 人，兼职导师 8人，教授 4

人，副教授 12 人，有博士学位 11 人，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1人，江西省“百

千万人才计划”入选者 1人。

法律硕士硕士点拥有独立的资料室，拥有专业图书万余册，学术期刊 20 余

种。有专供研究生使用的连接校园网的电子阅览室。具有完善的教育与教学设备，

能为广大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与开设的主要课程

本硕士点的培养目标是：通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

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行业的高

层次法律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

基础理论课包括：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

讼法、法律职业伦理；

必修课包括：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制史、经济法、国际法

选修课包括：物权法、国际经济法、环境法、商法、国际私法、知识产权法、

债法、刑事疑难案例研究、立法法。

必修环节：法律文书实训、创新创业实践系列教育、模拟法庭训练、实务实

习、学术讨论与学术报告、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https://baike.so.com/doc/5581310-57941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859577-19667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5150-7041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981532-10375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83136-104092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165762-436596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80911-579378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38648-69530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8624-5574065.html
https://baike.so.com/doc/359522-38086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125915-119115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