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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空题（本题共 5 小题、10 空，每空 1 分，满分 10 分；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指定

位置上）

1、享有（ ）和（ ）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2、又聋又哑的人或者（ ）犯罪，可以（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管制的期限，为（ ）以上（ ）以下。

4、追诉期限从（ ）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 ）起计算。

5、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指组织、领导或者参加以（ ）、（ ）或者其

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

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二、判断题（本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满分 10 分；正确的打√，错误的打×，填在

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1、罪责自负、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三项基本原

则。

2、无意识的危害社会的动作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

3、同时实施犯罪而故意内容不同，不构成共同犯罪。

4、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诈骗罪，均为结果犯。

5、必要的共犯，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只能以三人以上的共同犯罪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犯罪。

6、具有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7、对于累犯，不适用减刑。

8、特赦是对于受罪刑宣告的特定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部分的执行，所以，特赦后

再犯罪的，不构成累犯。

9、持刀致人死亡的一定构成故意杀人罪。

10、根据刑法第 267 条第 2 款的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刑法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定

罪处罚。

三、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满分 10 分；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是符

合题目要求的，请将答题纸上所 选答案的字母涂黑）

1、《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决定》属于

A、狭义刑法 B、单行刑法 C、附属刑法 D、刑法典

2、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进行分类的主要依据是

A、犯罪的同类客体 B、危害行为的形式 C、犯罪对象的特点 D、行为人的主观心态

3、犯罪的本质特征是

A、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B、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

事违法性 C、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D、犯罪是触犯法律的

行为，具有违法性

4、从一般意义而言，犯罪客观方面的选择要件包括了

A、犯罪的行为、犯罪的结果 B、 犯罪的动机、犯罪的目的 C、犯罪的故意、犯罪的过失

D、 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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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在下列情形中，应当采用限制加重原则实行并罚的是

A、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中有数个死刑或者最重刑为死刑的 B、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中有数

个无期徒刑或者最重刑为无期徒刑的 C、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

D、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为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

6、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

A、表面联系 B、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C、一般联系 D、普遍联系

7、我国刑法学普遍公认的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是

A、行为 B、犯罪构成 C、法益 D、因果关系

8、在下列犯罪中，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的是

A、重大责任事故罪 B、交通肇事罪 C、放火罪 D、破坏交通工具罪

9、根据刑法的规定，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法定对象有

A、火车、汽车、电车、拖拉机 B、 汽车、电车、船只、摩托车

C、电车、船只、航空器、火车轨道 D、 船只、航空器、火车、汽车、电车

10、某国有林场为解决本单位职工福利，擅自采伐所管理的林木 1000 余棵。其行为属于

A、单位构成盗伐林木罪 B、 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个人构成盗伐林木罪 C、滥伐林木

罪 D、 不构成犯罪

四、多项选择题（本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满分 10 分；备选答案中至少有两项是

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答案纸上 所选答案的字母涂黑；少选、多选、错选，该题不给分）

1、在下列情形中，应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终止的是 A、不法侵害已经完结 B、不法侵害人自

动中止侵害

C、不法侵害人已被制服 D、不法侵害人已经丧失继续侵害的能力

2、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相同之处包括

A、目的相同 B、行为的对象相同 C、前提相同 D、危害来源相同

3、有权对刑法作出司法解释的机关包括

A、公安部 B、最高人民检察院 C、最高人民法院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4、根据我国刑法第 17 条第 2 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 ）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A、故意杀人罪 B、抢劫罪 C、贩卖毒品罪 D、放火

5、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行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可以通过以下形式表现出来

A、有认识 B、无认识 C、推定认识 D、认识错误

6、处断的一罪包括

A、结果加重犯 B、吸收犯 C、牵连犯 D、连续犯

7、我国刑罚的目的包括

A、惩罚犯罪 B、特殊预防 C、一般预防 D、罪刑等价

8、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制度包括

A、累犯 B、立功 C、减刑 D、自首

9、在下列犯罪中，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的是

A、徇私枉法罪 B、枉法裁判罪 C、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D、玩忽职守罪



10、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包括

A、国有财产 B、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C、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损助或者

专项基金的财产 D、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运

输的私人财产

五、名词解释题（本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满分 12 分；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

位置上）

1、过于自信的过失 2、教唆犯 3、死刑 4、非法持有毒品罪

六、简答题（本题人 3 小题，每小题 6 分，满分 18 分；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

上）

1、不作为犯罪之行为人的义务来源有哪些？

2、犯罪集团的成立条件

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特征

七、分析题（本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满分 30 分；案例分析要求得出结论并说明

理由，法条评析要求符合立法原 意和刑法理论；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1、案例分析甲某，男，26 岁，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拘役 6 个月，1999 年 12 月刑满释放。

乙某，男，18 岁。

2000 年 4 月底，甲某与乙某多次密谋共同实施抢劫，并为此准备了凶器。2000 年 5 月

上旬，甲某、乙某携带凶器多次 于夜间在偏僻小路旁守候，欲抢劫行人财物，但均未遇见

行人。2000 年 6 月，甲某和乙某在公安机关例行检查中，因没有 身份证和暂住证而受到

盘问。经公安人员教育，两人将上述情况如实供述。

试析对甲某、乙某应当如何定罪处罚？

八、法条评析

《刑法》第 270 条第 1 款、第 3 款规定：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

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