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学院代码 308） 

学院及专业简介 

一、学院概况 

学院坚持特色办学。现在是全校唯一拥有自科、社科类重点学科硕士点、本

科专业的学院，以学科交叉为发展路径和特色。网络空间安全、法学学科是重庆

市“十三五”“十四五”重点学科。现有网络空间安全、法学 2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以及网络与信息安全、法律硕士 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有信息

安全、网络空间安全、法学、知识产权 4个本科专业；信息安全专业 2011年成

为重庆市特色专业，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信息安全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

建设点，法学获批教育部“双万计划”省部共建一流专业建设点。 

学院师资队伍齐备。拥有教授 12人、“文峰教授”4人；副教授 18人，“文

峰副教授”1人；博士生导师 7人，硕士生导师 33人，行业产业导师 18人；拥

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巴渝

新秀”青年文化人才、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重庆市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入选者等国家及省部级人才 8人次；80%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拥有海外研修或学

术交流经历 24人次，师资博士后 4人。拥有网络与信息安全教学团队、重庆市

行业大数据资源分析与决策支撑创新创业团队、科技部原创动漫技术或软件（工

具）技术团队等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近年来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及社科成果奖 30余项。 

学院办学条件良好。拥有包括网络空间与信息安全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在内的

重庆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科普基地、版权研究基地、网络空间安全法治研究基地、司法鉴定中心等省

部级教学科研平台。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知识产权局、

渝中区法院、华龙网、奇安信公司、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合建立了产

学研合作和育人平台。 

学院创新人才辈出。近年来学生获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信息安全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与对抗

技术竞赛个人挑战赛、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Web安全测试（个人赛）、CCF

大学生计算机系统与程序设计竞赛、“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国

家级奖励 86项，省部级奖励 100余项。 

二、学位点简介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学术学位） 

自 2019 年起招收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授予

工学硕士学位。是重庆市“十三五”“十四五”重点学科。 

培养具有坚实的网络空间安全基础理论，系统掌握网络安全、应用安全等专

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解决实际安全问题的先进技术

方法与现代技术手段，在本学科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程研究、

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能力，适应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安全产业、重庆

市战略新兴产业和社会、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图论及其应用、组合数学、应用数理统计、现代密码

学、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原理、高级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密码算法分析、网络

空间安全法学概论、电子数据取证、计算机系统安全、数字媒体与网络智能、安

全通论、新技术应用安全、机器学习、复杂网络理论及应用、大数据安全及社交

网络分析。 

030100 法学（学术学位） 

自 2007年起招收全日制诉讼法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2019年起招收全日

制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授予法学硕士学位。是重庆市“十二五”“十三五”

“十四五”重点学科。 

培养信息网络时代需要的复合型高级法学人才。毕业生不仅能够胜任传统法

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监察机关、公安司法机关的法律工作，还可以胜任国家

信息产业管理部门、国家安全机关、信息技术企业、法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

单位的法律实务工作。 



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理学专题研究、刑事法律专题研

究、民法专题研究、信息技术基础、法学经典文献导读、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

宪法与行政法专题研究、网络民商法与判例研究、知识产权法专题研究、法学研

究与论文写作、人工智能法律专题研究、法律与社会科学专题研究、电子数据证

据专题研究、信息法专题研究、网上诉讼专题研究、网络知识产权专题研究、网

络犯罪研究、科技与法律前沿问题研究、电子取证实务（实验）。 

085400 电子信息 - 085412 网络与信息安全专业领域（专业学位） 

自 2022 年起招收电子信息类网络与信息安全专业领域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授予专业硕士学位。 

培养掌握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了解

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职业及技术规范，在

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从事安全工程设计与运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

管理与决策等能力，能够胜任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域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工

作的高层次、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有：图论及其应用、组合数学、应用数理统计、现代密

码学、人工智能原理、高级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计算机系统与网络安全、高级

软件工程、密码算法分析、网络空间安全法学概论、电子数据取证、数字媒体与

网络智能、安全通论、新技术应用安全、机器学习、复杂网络理论及应用、大数

据安全与社交网络分析、开源网络情报技术、软件安全与逆向工程。 

035100 法律 -035102 法律（法学）（专业学位） 

2022年获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于 2023年起先招收法学类的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专业硕士学位。要求考生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

符合重庆邮电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条件①。 

培养以“法律+信息技术+行业应用”为主要特色的网络时代需要的复合型高

级法学人才。毕业生不仅能够胜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监察、法律科技企业

                                                        
① 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

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方可报考。 



和法律服务等行业领域的法律工作，还可以胜任国家信息产业管理部门、国家安

全机关、信息技术企业、法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单位的法律实务工作。 

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理学专题研究、法律职业伦理、

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刑法与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知识产权法原理与实

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原理与实务、信息技术基础、信息法专题研究、电子数据

证据专题研究、网络知识产权专题研究、科技与法律前沿问题研究、网上诉讼专

题研究、网络犯罪研究、网络民商法判例研究、人工智能法律专题研究、婚姻家

庭法、法律与社会科学专题研究。 

三、优秀导师 

学院按校级科研基地组成研究生导师团队进行研究生招生、论文开题、中期

考核等过程管理。部分导师代表如下： 

网络法治研究中心：王志刚教授获重庆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第一批入选

人才、第二批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支持，曾挂职担任重庆

某基层检察院副检察长，兼任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等 ；夏燕教

授入选重庆市中青年骨干教师，是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英国

牛津大学访问学者；韩兵教授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重庆市法学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法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数据信息与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黄东东教授为重庆市首届“巴渝新秀”

青年文化人才，中国科技法学会重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重庆邮电大学法学学科

负责人，重庆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刁胜先教授为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重庆市法

学会理事，中国通信学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与法律委员会委员等。 

网络与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陈龙教授入选第三批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是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取证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司法鉴定协会声像资料专委

会主任委员，市级“网络与信息安全教学团队”负责人，重庆市信息安全特色专

业、一流专业负责人。 

网络智能与网络技术重点实验室：吴渝教授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入选者、重庆市第二届学术技术带头人、科技部首批原创动漫技术或软件（工具）



技术团队负责人；程克非教授是重庆市“英才计划”创新创业示范团队负责人，

重庆市信息化密码应用专家，重庆邮电大学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

院副院长，市级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负责人，与公安部、重庆市公安局

等共建的多个联合实验室主任。 

校外、院外导师在本院各学科专业招收的研究生均挂靠学院相关科研基地进

行过程管理。 

四、招生政策 

网络空间安全类研究生学科专业接收相关专业类报考，如计算机、信息类相

关专业的应届、往届本科生。为突出学院“信息+法学”的办学特色，学院鼓励

信息类专业的研究生报考法学类专业。学院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全员配置行业企

业导师。 

五、校园文化 

学院拥有良好的创新创业文化环境，浓厚的“安全+法学”学术交叉氛围，

学生积极融入学科创新研究之中，创新人才辈出。研究生近年来荣获的代表性奖

项有：2015年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银奖；2016

年第二届届中国“互联网+”全国总决赛铜奖，“创青春”挑战杯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铜奖；2017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奖，第三届

全国电子数据取证大赛三等奖；2018 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网络信息经济专项赛铜奖；2019 年全国大学生

版权征文活动三等奖，全国电子数据取证大赛三等奖；2020 年全国高校计算机

能力挑战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计算机技能应用大赛三等奖，中国电子数据取证

大赛三等奖。2021年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

奖，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创新实践能力赛二等奖，“绿盟杯”重庆

市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一等奖，重庆市教育系统网络安全攻防竞赛团体二等奖等。 

六、就业状况 

学院网络空间安全专业首届毕业生于 2022年 6月毕业，就业率 100%。法学

专业毕业研究生深受用人单位欢迎，2017 年至 2020 年就业率 100%。学院研究



生就业去向主要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高等院校、法律服务机构、通信企业和

金融机构等。2021年有 17.2%的研究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读西南政法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等知名高校；2022 年有 2 名学生分别考取西南政法大学和南京理

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近年优秀毕业研究生代表： 

侯瑞琦，女，2019级，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中共预备党员。获得国家奖学金、

一等学业奖学金、三等华为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优秀毕业研究生等荣誉称号。

研究生期间在 CCF C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篇，授权 2项国家发明专利，获“蓝

桥杯”重庆赛区二等奖。毕业后进入南京理工大学读博深造。 

王晖迪，男，2019级，网络空间安全专业。获得“安洵杯”网络安全挑战赛

二等奖、重庆市市教委网络攻防大赛一等奖、“绿盟杯”重庆市大学生信息安全

竞赛一等奖，以及二、三等学业奖学金等荣誉。曾在腾讯，蚂蚁金服等知名安全

厂商实习，毕业后就职于杭州巨量引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马红玉，女，2019级，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中共党员。获得二等学业奖学金、

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研究生干部等荣誉。研究生期间在 SCI一区期刊发表论

文 1篇、获得 NISP一级证书，并参与完成 2个横向项目。毕业后就职于卫士通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子岩，男，2019级，法学专业。本科期间担任学院学生会自管会部长，获

得校级“求索奖”奖学金。研究生期间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等荣誉。发表 CSSCI 期刊论文 1 篇、在人民日报内部参阅《法制参阅》发表论

文 1篇、获得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 2021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参与

撰写的决策咨询报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及重庆市知识产权局采

纳。毕业后就职于江苏西楚律师事务所。 

裴亚楠，女，2018 级，诉讼法学专业。本科期间担任学院学生会学习部部

长，获得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等。研究

生期间发表 CSSCI 期刊论文 1 篇，获得“纳德”杯重庆市大学生公文写作竞赛

重庆邮电大学校赛特等奖；获得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华为二等奖学金、校级



优秀毕业研究生、优秀共青团员、青年志愿者先进个人等荣誉。毕业后考取河北

省石家庄市常规选调生。 

张娜，女，2017级，诉讼法学专业。本科期间担任学院团总支副书记，获得

市级先进个人、挑战杯重庆赛区金奖、互联网+大赛全国铜奖等。研究生期间发

表 CSSCI 期刊 1 篇，获得省级法学会议论文二等奖，撰写决策咨询报告为重庆

市司法局采纳，获得市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学校两次一等学业奖学金、校

级学习进步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

研究生等荣誉。毕业后就职于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308) 
 26 

  

030100 法学 

(01)电子证据与诉讼法学 

王志刚 教授 

黄良友 教授 

汪振林 副教授 

赵长江 副教授 

初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法理学 

④817 法学基础(宪法

学、民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法学综合(刑事诉讼法

学、知识产权法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民事诉讼法学 

②行政法学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02)网络与民商法学 

黄东东 教授 

陈  飏 副教授 

王佳宜 讲师 

白昌前 讲师 

(03)网络法律与法理学 

夏  燕 教授 

黄东东 教授 

费小兵 副教授 

郭  亮 副教授 

徐  伟 副教授 

(04)网络宪法与行政法学 

韩  兵 教授 

夏  燕 教授 

汤喆峰 副教授 

(05)数据信息与知识产权法学 

刁胜先 教授 

郭  亮 副教授 

陈  飏 副教授 

何晓行 副教授 

文  铭 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308) 
 21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1)电子数据取证 

陈  龙 教授 博导 

吴大鹏 教授 博导 

赵长江 副教授 

杨志刚 副教授 

辛  阳 教授 

初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02 数据结构 

 

复试笔试科目： 

安全编程基础(C 或

C++)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软件工程  

②数据库原理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02)网络行为分析 

吴  渝 教授 博导   

胡  军 教授 博导 

蹇  洁 教授 

祝清意 副教授 

刘洪涛 副教授 

李  刚 副教授 

(03)网络安全与管控 

程克非 教授 

王  练 教授 博导 

何  利 教授 

蹇  洁 教授 

刘媛妮 副教授 博导 

刘洪涛 副教授 

张  亮 高级工程师 

胡光俊 副研究员 

张建辉 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308) 
 21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4)密码学及应用 

王  永 教授 博导 

肖  敏 教授 

唐  飞 副教授 博导 

宋秀丽 副教授 

辛  阳 教授 

初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02 数据结构 

 

复试笔试科目： 

安全编程基础(C 或

C++)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软件工程  

②数据库原理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05)云计算、大数据及物联网安全 

吴大鹏 教授 博导 

周由胜 教授 博导 

肖  敏 教授 

何  利 教授 

吴  涛 副教授 博导 

刘媛妮 副教授 博导 

陈自刚 副教授 

刘  红 副教授 

张  亮 高级工程师 

杨志刚 副教授 

黄永洪 讲师 

胡阳雨 讲师 

先兴平 讲师 

李小勇 教授 博导 

(06)智能信息安全 

王国胤 教授 博导 

陈  龙 教授 博导 

胡  军 教授 博导 

王  练 教授 博导 

雷宏江 教授 博导 

吴  涛 副教授 博导 

陈自刚 副教授 

胡阳雨 讲师 

先兴平 讲师 

黄永洪 讲师 

李  刚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备

注 

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308) 
 20 

  

035100 法律（专业学位） 

035102 法律（法学） 

黄东东 教授 

王志刚 教授 

刁胜先 教授 

黄良友 教授 

夏  燕 教授 

韩  兵 教授 

郭  亮 副教授 

汪振林 副教授 

赵长江 副教授 

何晓行 副教授 

陈  飏 副教授 

费小兵 副教授 

汤喆峰 副教授 

徐  伟 副教授 

文  铭 副研究员 

王佳宜 讲师 

白昌前 讲师 

初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97 法律硕士专业基

础（法学） 

④497 法律硕士综合

（法学） 

 

复试笔试科目： 

法学综合(刑事诉讼法

学、知识产权法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民事诉讼法学 

②行政法学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 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308) 

 15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085412 网络与信息安全 

(01)网络治理与网络管控 

吴  渝 教授 博导 

陈  龙 教授 博导 

吴大鹏 教授 博导 

肖  敏 教授 

蹇  洁 教授 

祝清意 副教授 

刘媛妮 副教授 博导 

吴  涛 副教授 博导 

刘洪涛 副教授 

先兴平 讲师 

张建辉 副研究员 

初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03 计算机网络 

 

复试笔试科目： 

安全编程基础(C 或

C++)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软件工程 

②数据库原理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02)开源情报技术 

程克非 教授 

王  练 教授 博导 

吴  涛 副教授 博导 

张  亮 高级工程师 

刘洪涛 副教授 

胡阳雨 讲师 

(03)嵌入式软件与系统安全 

王  练 教授 博导 

何  利 教授 

陈自刚 副教授 

龙林波 副教授 

张  亮 高级工程师 

黄永洪 讲师 

胡阳雨 讲师 

胡光俊 副研究员 

(04)智能产业密码应用 

吴大鹏 教授 博导 

程克非 教授 

肖  敏 教授 

周由胜 教授 博导 

唐  飞 副教授 博导 

宋秀丽 副教授 

杨志刚 副教授 

黄永洪 讲师 

辛  阳 教授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 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308) 

 15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085412 网络与信息安全 

(05)网络与通信系统安全 

王国胤 教授 博导 

吴大鹏 教授 博导 

夏书银 教授 博导 

王  练 教授 博导 

雷宏江 教授 博导 

肖  敏 教授 

何  利 教授 

刘媛妮 副教授 博导 

刘洪涛 副教授 

陈自刚 副教授 

张  亮 高级工程师 

杨志刚 副教授 

黄永洪 讲师 

李小勇 教授 博导 

初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03 计算机网络 

 

复试笔试科目： 

安全编程基础(C 或

C++)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软件工程 

②数据库原理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注：①指导教师中含部分外聘指导教师。 

②专业目录中各专业 2022 年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实际招生人数以国家下达的 2023 年

研究生招生规模为准，我校将保留根据国家下达的规模以及各专业上线生源情况对各专业招

生人数进行调整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