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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法学基础理论

一、名词解释（本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3 分，满分 6 分）

1、法的预测作用是指人们根据法律可以预先估计人们相互间将怎样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

等，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

2、私法主要是指关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总和，包括民法、商法、

家庭法等。

二、判断题（本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满分 20 分；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 2、√ 3、× 4、√

5、法律的制定程序即是立法程序×

6、缺了一个最重要的，法律原则。×

7、× 8、√

9、司法权是被动性权力，它只有受到请求，才能采取行动。×

10、法的渊源其实就是法的形式。×

11、×

12、行政处分不属于法律制裁。×

13、题目说的是体系解释。×

14、题目说的是法律制裁。×

15、√ 16、√

17、根据法律规则调整行为的方式不同，才可以进行题目说的分类。×

18、√ 19、√ 20、√

三、简答题（本题 5 分，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法的作用是指法律对人的行为以及最终对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国家权力运行和国家意

志实现的具体表现，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具体表现。法对人的行为的作用叫法的规范作用，法

对社会的作用叫法的社会作用。两者的区别在于：（1）两者 的考察基点不同。（2）两者

的作用对象不同。（3）两者的存在方式不同。（4）两者所处的层面不同。（5）两者发挥

作用的前提不同。

四、论述题（本题 9 分，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司法权是执行立法机关法律的一种权力，主要是指审判权。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司法是一种判断，判断属于思维范畴，在古今中外，司法（虽不一定都是独立的权力）

都被作为判断权。司法权的所有特性都要求司法在体制上 的独立性，同时，要使上述特性

还原给司法权的话，又都取决于司法权在体制上的独立性。由于司法权是判断性的权力，所

以应当保证它不受不必要的其他力量的影响，排除非法律性力量的干涉。要实现判断的公正

和准确，只能通过机构设置及其 法律地位的独立性才能确保。独立的体制是司法公正目标

的外部保障机制。司法公正包含了两个要求：一是司法权内部制度的约束；一是宪政体制的

分权保障，以独立于其他机关的司法权来保证司法不受干扰。

第二部分 宪法学

一、名词解释（本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3 分，满分 6 分）

http://kaoyan.wendu.com/zhuanyeke/zhenti/107894.shtml


1、是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提出对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法律性文件是否违宪

的问题，而对该法律、法规 和法律性文件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拥有国家权力的我国人民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民主选举组

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建立全部国家

机构，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 制度。

二、选择题（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1 分，满分 12 分）

1、B 2、A、B、D 3、A 4、B 5、A、B、D 6、A

7、C、D 8、A、C 9、B、C 10、A、B、C、D 11、A、B、D 12、C

三、分析题（本题 12 分）

（1）最高权威性。本段文字体现了宪法规范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2）原

则性。该段文字反映了宪法规 范只规定有关问题的基本原则；（3）概括性，即在文字表

述上，宪法规范也非常简明概括，简洁明了。（4）正因为（2）（ 3），所以宪法规范往

往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第三部分 中国法制史

一、 填空题（每空 1 分，满分 4 分）

1、汤刑九刑

2、刑部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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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汉时期，以律、令、科、比为基本的法律形式，唐朝以律令、格、式为基本的法律形式。

×
3．《魏律》也称《曹魏律》，18 篇，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八议”入律。×

4．√ 5．× 6．√ 7．√ 8．× 9．√ 10．×

三、单项选择题（每小题材 1 分，满分 10 分）

1．D 2．C 3．B 4．C 5．B 6、A 7．B 8．D 9．C 10．B

三、简答题（本题 6 分）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的上述内容是有关法律类推的规定。其含义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

犯罪，凡是应当减轻处罚的，则列举从重处罚的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是应当加重处罚的，

则列举从轻处罚的规定，比照从重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