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年考研专业课真题:2003 年考研法律硕士联考综合

课真题答案
历年考研专业课真题历年来都是考研小伙伴复习必不可少的复习资料，考生可以

通过复习历年考研真题了解考研专业课真题的题型，也可以推测下一年专业课的

命题特点以及重点题型。文都教育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很好的利用真题来复习，小

编整理了统考专业课 2000 年-2016 年的真题以及答案解析，以下是统考专业课

联考综合课真题答案。点击进入 2003 年考研法律硕士联考综合课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正确的，请在答题卡上

将正确选项的字母涂黑。每题 2 分，共 36 分）

1、B 2、A 3、D 4、D 5、C 6、A 7、D 8．A 9．C

10．D 11．C 12．C 13．D 14．D 15．B 16．C 17．C 18．D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四个备选项中有二至四个选项是正确的，请在答题卡

上将正确选项的字母涂黑，多选或少选不得分。每题 2 分，共 16 分）

19、ABCD 20、AC 21、A、C 22、ACD 23、ACD 24、BCD

25、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已经被修改为：“国

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

持和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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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ABCD

三、判断题（判断下列各论断的正误，正确的将答题卡上的字母 A 涂黑，

错误的将答题卡上的字母 B 涂黑。每题 1 分 ，共 23 分）

27、B 28、B 29、A 30、B 31、B 32、A 33、B 34、B 35、B 36、

B

37、是起点没错，可惜不是终点。A

38、A 39、B 40．A 41．B 42．B

43．B 44．B 45．B 46．B 47．A 48．A 49．A

四、简答题（将答案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每题 10 分，共 20 分）

50、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者契约义务，或者不当行使法律权

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律责

任进行不同的分类。

（1）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公法责任和

私法责任。私法责任主要是指民事责任，公法责任则主要是指行政责任、刑事责

任、诉讼责任、国家赔偿责任和违宪责任。

（2）根据主观过错在法律责任中的地位，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过错责任是指以存 在主观过错为必要条件的法律责任。

无过错责任是指不以主观过错的存在为必要条件而认定的法律责任。公平责任是

指法无 明文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但适用过错责任又显失公平，因而不以行为

人有过错为前提并由当事人合理分担的一种特殊的责任。



（3）根据行为主体实施行为时的名分，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职务责任和个

人责任。职务责任是指行为主体以公务的身份或名义从事活动时，因违法所引起

的法律责任，它是由该行为主体所属的组织来承担责任的。个人责任是指行为主

体以个 人的身份或名义从事活动中违法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它是由该行为主体

个人来承担责任。

（4）根据责任承担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财产责

任是指以财产为责任内容的法律责任。非财产责任则是指不以财产为责任承担内

容，而是以人身、行为、人格等为责任内容的法律责任。

51．选举权的平等性是指每个选民在每次选举中只能在一个地方享有一个

投票权，不承认也不允许任何选民因民族、种族、职业、财产状况、家庭出身、

居住期限的不同而在选举中享有特权，更不允许非法限制或者歧视任何选民对选

举权的行 使。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在选举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宪法规定的选举权的平等性并不是指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它着眼于实际

民主，从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实际水平 与可能性出发不断提高选举权的平

等程度。在理解选举权平等性原则时需要正确理解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以及对少

数民族选 举权的特殊照顾问题，这些具体规定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的

政策需要，虽然没有完全解决选举权价值不平等的问题，但毕竟向实质平等发展

了一步。

五、分析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每题 10 分，共 30 分）

52、该法学教师的说法是错误的。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律确实有广

狭两层含义。广义的法律与狭义的法律，不仅在范围大小上有区别，而且在内容



和效力等级上也是存在区别的。广义的法律是指包括宪法、行政法规在内的一切

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狭义的法

律，由于它的制定机关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是制定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根本依据，在整个 法律体系中也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53．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列宁曾指

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宪法与 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

联系。（1）从历史上看，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

制度的斗争中 ， 为了确认取得的权利，以巩固胜利成果而制定出来的。（2）

从宪法的基本内容来看，尽管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大块，即国家机关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

效保障。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因此，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不仅是系统全面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 部门，而且

其基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

无数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宪法是在争取和维护人权和人的自由的

斗争中一步一步地生长起来的。1689 年英 国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 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都表明了，人的

权利是宪法 的出发点和归宿，应以人为目的，宪法与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威

权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格格不入。宪法不能无视和践踏人 权，不能剥夺人的财

产和自由。是否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是区分真假宪法的试金石。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权的观念和理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人权的内容

也更加广泛,既包括生命权、自由权（特别包 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

结社自由、人身自由和迁徒自由），也包括民主权利、涉及法治和司法行政的权

利以及 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可以说，“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

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是近现代宪法的真谛。”

54．（ 1）上述几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永远为

正统，并永远为臣民尊重并加以拥护；皇帝的神 圣尊严，不能侵犯；君主在立

法、行政、司法等各个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总之，宪法大纲要巩固君权，同时

兼而保护臣民 的权利。

（2）《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宪政运动的起点，也是中国第一个用了“宪

法”名义的文件，它是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的 开端，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宪政观

念启蒙运动的兴起，因此，该“宪法”文件的颁行具有一定的意义。

（3）《钦定宪法大纲》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条文内容上，都体现了“大权

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精神。其突出特 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从

本质上看，《钦定宪法大纲》是清末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而玩弄的

政治骗局。

《钦定宪法大纲》通过给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披上“宪法”的外衣，以法律的

形式确认君主绝对权力，体现了清朝贵族企图继 续维护专制统治的意志和愿望。

（4）《钦定宪法大纲》的出笼，实际上是清廷在受到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

进行的，因此不可能体现民意，也不可能维护 臣民的权利，相反却规定了众多

的义务，所以它不可能挽救清朝的统治。



六、论述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25 分）

55、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其中，审判

权与检察权被我们统称为司法权。 司法权与行政权都可以被看作是“执行权”，

因此容易混为一谈，但是，事实上，两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司法权是执行

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一种权力，主要是指审判权，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司法权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判断权；而行政权从本质上看，则是一

种管理权。

司法的中立性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区别。行政权在面临各种社会矛

盾时，其态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司法权 十分强调中立性。司法中立的主要

内涵是指法院、法官的态度不应当受到其他因素，包括政府、政党、媒体等的影

响，至少 在具体个案的判断过程中，不应当受到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左右。行政

权鲜明的倾向性往往来源于这样的事实：政府总是十分 关心自己的行政目标和

工作效率。行政权代表国家，具有官方性。而司法权往往是权利的庇护者，如果

同一个机构忽而忙于 维护国家利益，忽而忙于维护社会正义，显然会极不协调。

只有行使判断权的机构持一种中立的态度，才可能产生公正、准确的判断。

司法中立性的体现必须具有体制上的保障，因此，我国有学者提出，我国的

司法制度应当建立在将它与行政制度做严格 区分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扭转

我国司法权严重行政化的现状。司法独立与司法中立具有不同的含义，司法独立

讲的是机 构、权力和地位的问题，司法中立讲的是态度、倾向问题。然而，两

者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独立的地位，也不会具有中立的态度。所以，司



法应当在人事、财政等方面独立于政府，独立于立法机关。司法公正要求有独立

的司法，关键在于要独立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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