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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中原工学院 398法律硕士专业基础（非法学）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2024年中原工学院 398 法律硕士专业基础（非法学）考研资料 

第一部分、考研历年真题汇编 

1-1、统考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2004-2022年考研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考研首选资料，分析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第二部分、核心笔记、考研大纲 

2-1、2023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高铭暄版《刑法学》核心考研笔记 

2-2、2023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曲新久版《刑法学》核心考研笔记 

2-3、2023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王利明版《民法》核心考研笔记 

2-4、2023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考研考试大纲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第三部分、考研核心题库 

3-1、2024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高铭暄版《刑法学》考研核心题库 

3-2、2024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曲新久版《刑法学》考研核心题库 

3-3、2024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王利明版《民法》考研核心题库 

3-4、2024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江平版《民法学》考研核心题库 

说明：专业课强化辅导班使用。最新最全考研复习题库，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首选。 

第四部分、模拟试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4-1、2024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三套模拟试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精心整理编写，共三套模拟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检验复习效果，冲刺首选。 

 

二、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五部分（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的真题及课件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如

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三、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法学院：法律（非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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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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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原工学院 398法律硕士专业基础（非法学）备考信息 

 

中原工学院 398法律硕士专业基础（非法学）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法学院：法律（非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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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工学院 398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考研大纲 

 

2023 年中原工学院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考研大纲 

 

2023 年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考研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专业基础课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

性质的全国联考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继续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所需要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非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

利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择优选拔，确保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二、考查目标 

专业基础课考试包括刑法学和民法学两部分，在考查刑法学和民法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同时，注

重考查考生运用刑法学原理和民法学原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法律语言表达的能力。考生应能： 

1．准确地再认或再现刑法学和民法学的基本知识。 

2．正确理解和掌握刑法学和民法学的重要概念、特征、内容及其法律规定。 

3．运用刑法学和民法学原理解释和论证某些观点，明辨法理。 

4．结合社会生活或特定的法律现象，分析、评价有关案件、事件，找出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方法。 

5．准确、恰当地使用法律专业术语，论述有据，条理清晰，符合逻辑，文字表达通顺。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考试内容结构 

刑法学 75分 

民法学 75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单项选择题 4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40分 

多项选择题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 

简答题 4小题，每小题 6分，共 24分 

辨析题 2小题，每小题 8分，共 16分 

法条分析题 2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20分 

案例分析题 2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30分 

四、考察内容 

第一部分刑法学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刑法概述 

一、刑法的概念 

刑法的定义、形式和特征。 

二、刑法的任务和机能 

三、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第二节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二、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6 页 共 643 页 

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与体现 

第三节刑法的效力范围 

一、刑法的效力范围的概念和种类 

二、刑法的空间效力 

刑法的空间效力的概念；确立刑法空间效力范围的学理根据：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遍

管辖原则；我国刑法关于空间效力的规定；刑法在中国领域内的效力；刑法在中国领域外的效力。 

三、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生效时间；刑法的失效时间；刑法的溯及力；我国《刑法》第 12 条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 

第二章犯罪概念 

第一节犯罪的定义 

一、犯罪的定义概述 

犯罪的定义，不同的定义反映出不同的犯罪观。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义 

我国《刑法》第 13条规定的犯罪定义；“但书”的意义。 

第二节犯罪的基本特征 

一、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 

三、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第三章犯罪构成 

第一节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 

犯罪构成的概念及其内容；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犯罪构成的意义。 

二、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三、犯罪构成的分类 

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标准的犯罪构成和派生的犯罪构成。 

第二节犯罪客体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 

犯罪客体的概念及其内容；犯罪客体在刑法条文中的体现；犯罪客体的意义。 

二、犯罪客体的种类 

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犯罪对象的概念和内容；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和区别。 

第三节犯罪客观方面 

一、犯罪客观方面概述 

二、危害行为 

危害行为的概念与特征；危害行为的分类；不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 

三、危害结果 

危害结果的概念；广义的危害结果和狭义的危害结果；危害结果在刑法中的意义。 

四、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概念；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地位；因果关系对承担刑事责任的意义。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特点：客观性、相对性、必然性、复杂性。 

不作为的因果关系。 

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特殊情形因果关系的认定。 

五、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 

第四节犯罪主体 

一、犯罪主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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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主体的概念和种类。 

二、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四分法规定；司法解释中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

定。 

三、刑事责任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醉酒的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

的刑事责任。 

四、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 

五、单位犯罪主体 

单位犯罪的概念、要件、处罚和责任人员的认定。 

第五节犯罪主观方面 

一、犯罪主观方面概述 

犯罪主观方面的概念和意义；罪过；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罪过形式）；犯罪主观方面与犯罪客观方

面的关系。 

无罪过事件：意外事件、不可抗力。 

二、犯罪故意 

犯罪故意的概念和特征；犯罪故意的种类：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异同。 

三、犯罪过失 

犯罪过失的概念和特征；犯罪过失的种类：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四、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 

犯罪目的的概念，犯罪目的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犯罪动机的概念，犯罪动机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

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关系。 

五、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的概念和种类：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概念、表现形式及评价；事实上的认识错误的

概念、分类及评价；事实上的认识错误分为：客体错误、对象错误、手段错误、行为偏差、因果关系错误。 

第四章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一节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概述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的定义；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特征；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的预备、

未遂和中止。 

第二节犯罪既遂 

一、犯罪既遂的概念和标准 

犯罪既遂的概念；犯罪既遂的判定标准。 

二、犯罪既遂的形态 

实害犯、危险犯、行为犯的定义及其特征。 

三、对既遂犯的处罚 

对既遂犯，按照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法定刑处罚。 

第三节犯罪预备 

一、犯罪预备的概念和特征 

犯罪预备的概念；犯罪预备的三个特征；犯意表示和犯罪预备的区别。 

二、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区别 

三、对预备犯的处罚 

我国《刑法》第 22条第 2款规定的处罚原则。 

第四节犯罪未遂 

一、犯罪未遂的概念和特征 

犯罪未遂的概念；犯罪未遂的三个特征；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的区别。 

二、犯罪未遂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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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迷信犯、愚昧犯与不能犯未遂的区别 

三、对未遂犯的处罚 

我国《刑法》第 23条第 2款规定的处罚原则。 

第五节犯罪中止 

一、犯罪中止的概念和特征 

犯罪中止的概念；犯罪中止的三个特征。犯罪中止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的区别。 

二、犯罪中止的分类 

预备阶段的中止和实行阶段的中止。 

三、对中止犯的处罚 

我国《刑法》第 2,4条第 2款规定的处罚原则。 

第五章共同犯罪 

第一节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 

二、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 

共同犯罪的主体要件；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 

三、共同犯罪的认定 

第二节共同犯罪的形式 

一、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 

二、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三、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 

四、一般共同犯罪和特殊共同犯罪 

第三节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其刑事责任 

一、主犯及其刑事责任 

主犯的概念；主犯的种类；主犯的刑事责任。 

二、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从犯的概念；从犯的种类；从犯的刑事责任。 

三、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胁从犯的概念；胁从犯的刑事责任。 

四、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 

教唆犯的概念；教唆犯的特点及其成立条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 

五、共同犯罪与犯罪的停止形态 

共同犯罪与犯罪预备、未遂；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 

第六章一罪与数罪 

第一节一罪与数罪概述 

一、一罪与数罪的概念 

二、罪数的判断标准 

三、法条竞合与法条竞合犯 

第二节实质的一罪 

一、实质的一罪的概念及其种类 

二、继续犯 

继续犯的概念；继续犯的特征；继续犯的类型；继续犯的法律后果；继续犯的处断原则。 

三、想象竞合犯 

想象竞合犯的概念；想象竞合犯的特征 i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 

四、结果加重犯 

结果加重犯的概念；结果加重犯的特征；结果加重犯的处断原则。 

第三节法定的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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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原工学院 398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考研核心笔记 

 

《刑法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章  刑法概说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刑法与相关概念关系 

考点：刑法分类和性质 

考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刑法 

考点：建国以后刑法的创制与发展 

考点：我国刑法的根据和任务 

考点：刑法的解释 

考点：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刑法的概念与属性 

1.刑法概念 

形式定义：规定什么是犯罪和给予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就是刑法。 

“刑法”的混合定义或称实质定义：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统治秩序，以国家名

义颁布的关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其如何处罚的法律。 

 

2.刑法与相关概念关系 

（1）刑法与犯罪法，在我国是同义词，只是使用侧重点不同。在外国近年来因无犯罪也有刑罚、有

犯罪不一定有刑罚，故二者有区别。 

（2）刑法与刑事法律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 

刑事法律一般指除上述刑事实体法内容外，还包括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刑事程序法、组织法。有时

与刑法同义。 

 

3.刑法分类 

（1）从涵盖内容上划分为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 

①广义刑法：在我国有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近年已不采）、附属刑法（有的称非刑事法

律中的刑法规范）、刑法立法解释。（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关于取缔邪教活动的决定是否是刑法？） 

司法解释理论上不是刑法，但实践中司法解释起了刑法作用。 

a.刑法典：全面、系统地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通说包括了刑法修正案，教材认为修正案属单行刑

法。 

b.单行刑法：指独立于刑法典条文之外，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常是常委会）对刑法某方面作出

的修改或补充规定，或只针对某方面规定什么是犯罪和给予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一般称决定、规定、补

充规定、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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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刑法修正案：在刑法典条文基础上对刑法作增删、修改。 

单行刑法与刑法修正案区别：前者是在刑法典原条文之外另起条文，后者只在刑法原条款之后增加条

款或对原条款删减、对条款内容修改。 

d.附属刑法：即在非刑法的法律中规定的涉及犯罪和刑罚内容的条款。 

附属刑法载体是非刑法法律，其条款内容也是规定犯罪与刑事责任，目的是保障其载体法律或该法律

某条款的执行。 

我国的附属刑法只有：“违反本法××条规定，或韦法本法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认为真正的附属刑法要规定自己独立的罪状与法定刑，则我国无附属刑法。 

法制不健全时刑法还可表现为党中央、国务院文件。 

②狭义刑法只指刑法典。 

（2）从适用范围上划分可以分为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 

后者是指为了适应某种特殊情况的需要而制定的独立于刑法典且效力仅适用于特别人、特别时、特别

地、特别事项的刑法。特别刑法优先适用，如一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特别刑法，则后法优先适用。 

（3）从立法体例上划分可以分为形式刑法与实质刑法（又称之为单一刑法与附属刑法）。 

（4）从刑法的规定是否涉及国际关系可以分为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 

 

4.刑法的性质 

（1）刑法的政治属性：即阶级属性，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是体现了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利益、意

志，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统治秩序服务。 

（2）刑法的法律属性（特征，重点） 

①从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看，刑法是基本法、是子法、是公法、是实体法。 

②刑法与其他法的区别（特征） 

a.规定内容不同，刑法规定犯罪与刑事责任，其他法规定何主体享有何权利、违法及后果。 

b.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比其他基本法都广泛，其他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刑法均调整。有人认为刑

法调整犯罪人与国家关系。 

c.保护手段的终极性。刑法调整的对象一般是经其他法调整后形成的法律关系，是第二次调整，故刑

法是其他法的保障法,附属刑法此特征表现得更强烈。要入罪必须是迫不得已动用刑罚，如无需动用刑罚

就可遏制或用刑罚制裁无效也不能入罪。 

d.刑法的制裁手段（刑罚）比其他法律制裁更严厉。 

e.违法者法律责任承担一般不能私了，即责任实现的强制性。 

一般认为刑法区别于其他法是其调整手段特点：违法的法律后果是刑罚。 

刑法立法和其他部门法的立法并不绝对都是同步的。 

个别行为其性质决定其社会危害性极大，直接纳入刑法调整，无相关先行政、民事制裁，严重者再刑

事制裁的规定。 

故刑法也不是绝对的第二次调整。 

【核心笔记】我国刑法的创制和发展 

1.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刑法 

（1）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夏朝开始，就产生了刑法，从夏至清末的 1910年以前，中国是诸法合体、

民刑不分、以刑为主。在定罪、量刑上因行为人主体身份不同而不同，刑罚的特点是残酷、多死刑和肉刑。 

（2）1910年，《大清新刑律》颁布，结束了诸法合体，产生了现代独立的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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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国以后刑法的创制与发展 

（1）1979以前我国无刑法典，只有几个单行刑法条例和大量的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文件起刑法作用。 

（2）1979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建国后的第一部刑法典，该法典于 1980年 1月 1日实施，此后不久，

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很大，为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陆续通过并颁布了 23 个单行

刑法和 104部其他法律中附设刑事条款（附属刑法规范）。 

（3）1997年 3月颁布了修改后的新刑法（1997年 10月 1日生效），一直沿用至今。从 1999年开始

至今，全国人大颁布了 8 个刑法修正案，一个决定，9 个立法解释。这些修正或补充大多是关于经济犯罪

的。 

最高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解释有数百个。 

【核心笔记】刑法制定的根据、任务 

1.我国刑法的根据 

（1）我国刑法的价值根据（或刑法机能、功能）：惩罚犯罪、维护秩序（法益保护）；保障人权、

限制滥用刑罚权（权利保障）。 

保障人权既有保护被害人、社会，也有保护未犯罪人不受刑事追究，更主要是保护已犯罪人不受法外

制裁或受与其刑事责任不相适应的过重制裁（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权利保障机能均不能偏废，二者矛盾时后者优先。 

法条用保护“人民”不妥。 

（2）刑法的法律根据是宪法。 

刑法立法不能违宪，适用刑法、行刑中适用刑法、解释刑法等均不能违宪。 

（3）刑法的实践根据是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和我国具体国情。 

 

2.我国刑法的任务 

（1）保卫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2）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3）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4）维护社会各方面的管理秩序。 

 

3.刑法的解释（重点） 

（1）指各种解释主体对刑法含义的阐明。 

（2）解释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目的 

①必要性：一是刑法语言高度概括性需要解释，二是语言的多义性要求解释，三是社会不断变化、发

展和刑法又具有稳定性需要解释（如虚拟财产是否为刑法规定的财产、电子邮箱邮件是否为信件）。 

②刑法解释的特殊性：刑罚严历性决定了刑法的解释应比其他部门法严格。但严格主要是解释的主体、

解释通过的程序上严格，不能理解为严格遵循刑法的字面含义。 

解释目的要符合刑法功能、弥补刑法不足。 

（3）刑法解释的原则 

原则： 

①合法性原则。解释主体、内容、程序合法。 

②科学性原则。要客观、全面、明确、具体、准确。 

③合理性原则。合乎法理、人伦常理和社会发展需要。 

（4）刑法解释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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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解释的效力分类，将刑法的解释分为有权解释（也称法定解释、正式解释和有效解释）和学理解

释（也称非正式解释，无权解释或无效解释）。其中有权解释又可以分为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 

有权解释主体依法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a.有权解释： 

b.立法解释，即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对刑法所作的解释。 

包括：一是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所作的解释。二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在法律起草说明中所作

的解释（有人认为不属于）。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解释，现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实践中也执行。 

c.司法解释，即由最高法、最高检对刑法所作的解释。 

实践中公安部或政法委、司法部也在解释。 

省一级司法机关甚至地市级司法机关也在解释，只要在上级司法机关授权之内且不违反法律，不能否

认其效力。办案人员也在解释，只对所办案有效。 

②学理解释，除上述有效解释以外主体作的解释。 

【核心笔记】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1）从解释的方法分： 

通说的划分有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 

①文理解释：从刑法的字义、词义和语法规则来解释，不超过字面含义，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此是主

观主义解释论坚持的立场，为形式的罪刑法定原则所坚持。 

②论理解释：从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刑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刑法各部份协调连系等进行解释，可以

超过字面含义，可以扩大也可缩小。是客观主义解释论的立场，为坚持实质罪刑法定原则者所主张。应先

进行文理解释，如结论违情背理，则可进行论理解释。 

掌握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类推解释、历史解释含义。 

通说认为各种解释均不能进行不利于被告的类推解释，可作有利于被告的类推解释。 

扩大解释扩大的行为与未扩大的行为社会危害程度要相当。 

（2）扩大解释与对被告人不利的类推解释的区别： 

①前者未超出词语的可以包括的含义，后者已超出； 

②从是否是立法者本意看，前者一般未超出立法本意，后者是解释者自己的主张； 

③从解释者的认识看，前者解释者认识也是未超出立法本义，后者解释者也认识到超出了立法本意； 

④前者未超出该用语所包含的范围，只是处于外层模糊带，为民众所认同；而后者超出该用语所能容

纳的范围，不为民众所认同。 

（3）学理解释与论理解释二者异同： 

相同点均是刑法解释的种类，都在一定义意上对刑法的理解、适用发生作用，不管学理解释还是有权

解释均可进行论理解释或文理解释。青岛掌а心博阅电子书 

一是分类标准不同；二是解释的效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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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章  刑法概说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刑法的概念 

考点：刑法的性质 

考点：刑法的创制 

考点：刑法的完善 

考点：刑法的根据 

考点：刑法的任务 

考点：刑法的体系 

考点：刑法的解释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刑法的概念和性质 

1.刑法的概念 

（1）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 

罪——责——刑 

（2）刑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①狭义刑法——刑法典 

②广义刑法——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青岛掌ф心博阅║рс电子书 

附：1998年 12月 29 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3）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 

 

2.刑法的性质 

（1）阶级性质 

（2）法律性质 

①调控范围最为广泛 

②强制手段最为严厉 

③具谦抑性和补充性 

④刑法属于公法范畴 

【核心笔记】刑法的创制和完善 

1.刑法的创制 

（1）1950年——1963 年写出刑法草案 33稿。 

（2）1976年——1979在 33稿的基础上修订。 

（3）1979年 7月 1日通过第一部刑法典。 

（4）1980年 1月 1日施行。 

 

2.刑法的完善 

（1）1981年——1995 年颁布 25个单行刑事法律，107部非刑事法律中附设刑事条款。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03 页 共 643 页 

（2）1993年——1997 年全面系统修改。 

（3）1997年 3月 14 日通过修订的新刑法典。 

（4）1997年 10月 1 日新刑法典施行。 

【核心笔记】刑法的根据和任务 

1.刑法的根据 

（1）法律根据——宪法（第 28条）。 

（2）实践根据——具体经验和实际情况。 

 

2.刑法的任务 

（1）保卫国家安全、政权和制度。 

（2）保护社会的经济基础。 

（3）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 

（4）维护社会秩序。 

【核心笔记】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1.刑法的体系 

（1）刑法的体系——刑法的组成和结构。 

①刑法分——总则、分则和附则。 

②刑法划分——章、节、条、款、项。 

③总则（101条）——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的规范体系。 

④分则（350条）——关于具体犯罪和具体法定刑的规范体系。 

（2）但书——在一条款中用“但是”这个词来表示转折关系的，则从“但是”开始的文字，学理上

称之为“但书”。 

但书所表示的情况大致包括:补充\例外\限制。 

 

2.刑法的解释 

（1）刑法的解释：刑法规范含义的阐明 

（2）从解释的效力分类： 

①立法解释——由最高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 

a.刑法本身包含的解释，如重伤，国家工作人员，以上、以下、不满等； 

b.在立法草案中进行的解释，如正当防卫的行凶； 

c.适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释，单独出现。 

②司法解释——由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 

司法解释冲突 

a.司法解释和法律相冲突，涉及改变相互内容，以法律为准； 

如果法律内容不明确或者有岐义，以司法解释为准。 

b.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监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者决定。 

c.如果仅仅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自己的司法解释前后相冲突的，以后颁发的解释为准。 

③学理解释——由专家学者对刑法含义所作的解释。 

（3）从解释的方法分类： 

①文理解释——就是对法律条文的字义，从文理上所作的解释。—为公众所认可并使用的词语含义。 

②论理解释——参酌刑法产生的原因、理由、沿革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

义的解释方法。 

a.当然解释，是指刑法规范虽然没有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的当然道理，将

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使用范围之内。因偷税受到二次以上行政处罚——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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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扩张解释是根据立法原意，对刑法条文作超过字面意思的解释。 

赌场——赌博网站 

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整个诉讼过程 

c.限制解释，亦即限缩解释、缩小解释，指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比立法原意为广时所作的比字面含义

较窄的解释。 

故意伤害——轻微伤以上 

抢劫银行——客户资金 

d.类推解释，是指对刑法条文没有明确规定的除行为之外的事项，比照最相类似的刑法条文规定的相

关事项，作超出该规定含义范围而推论适用的解释。 

男——女，伪造——变造，信用卡——校园卡 

e.反对解释（又称反面解释），就是根据法律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 

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 

——没有满 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 

f.补正解释（又称补充解释），就是在法律条文发生错误时，统观法律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法律真

实含义的解释方法。 

刑法 63条：案件特殊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不包含本数）判处刑罚 

g.体系解释是指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含义。 

236条对于奸淫幼女的行为成立强奸罪的，是否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 

h.历史解释是指根据历史背景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 

（历史）信用卡——贷记卡+借记卡 

信用卡诈骗：信用卡=贷记卡+借记卡 

i.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所要保护法益的目的或实现的宗旨而作出的解释。 

【经典案例一】许霆案 

①2006 年 4 月 21 日晚 10 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 ATM 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

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 1元，许霆随即连续取款 5.4 万元。当晚，许霆又反复操

作多次。后经查实，许霆先后取款 171笔，合计 17.5 万元。青岛掌л心博阅电子书 

②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

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霆

不服，提起上诉，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2008 年 3 月 31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对

许霆案的一审重申结果，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 5年，罚金 2万元。 

【经典案例二】肖永灵案 

①被告人肖永灵(男、27 岁)，系上海市金山区东泾镇人，曾在 1995 年 7 月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2001年 10月 18日，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

新闻单位。 

②2001年 12月 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肖永灵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

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系原犯盗窃罪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

当从重处罚。 

③为惩治和防范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肖永灵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

处有期徒刑四年。 

【例 2】关于刑法解释的说法，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2009年试卷二第 1题） 

A．将盗窃罪对象的"公私财物"解释为"他人的财物"，属于缩小解释 

B．将《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出售假币罪中的"出售"解释为"购买和销售"，属于当然解释 

C．对随身携带枪支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解释为以抢劫罪定罪，

属于扩张解释 

D．将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解释为“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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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属于类推解释 

【答案】C 

【例 3】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2006年试卷二第 20题） 

A．将强制猥亵妇女罪中的"妇女"解释为包括男性在内的人，属于扩大解释 

B．将故意杀人罪中的"人"解释为"精神正常的人"，属于应当禁止的类推解释 

C．将伪造货币罪中的"伪造"解释为包括变造货币，属于法律允许的类推解释 

D．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中的“情报”解释为“关系国家安全和

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属于缩小解释 

【答案】D。 

【例 4】 

①立法解释是由立法机关作出的解释，既然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可以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

劫罪论处，那么，立法解释也可以规定“携带凶器盗窃的，以抢劫罪论处”。 

②当然，立法解释毕竟是解释，所以，立法解释不得进行类推解释。 

③司法解释也具有法律效力，当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相抵触时，应适用新解释优于旧解释的原则。 

④不过，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立法解释的效力，所以，立法解释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司法解释不得进

行扩大解释。 

关于上述四句话正误的判断，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2008年试卷二第 20题） 

A．第①句正确，其他错误 

B．第②句正确，其他错误 

C．第③句正确，其他错误 

D．第④句正确，其他错误 

【答案】B 

【例 5】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

报的，构成犯罪。司法解释将其中的“情报”解释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

不应公开的事项”。这一解释属于下列何种解释？（2008年延期考试试卷二第 1题） 

A．补正解释 

B．当然解释 

C．反对解释 

D．缩小解释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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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考研核心笔记 

 

第 1章  民法概述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普通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 

考点：中国的法律体系 

考点：19世纪民法典的编纂及其典型 

考点：我国的民事立法 

考点：认识民事立法的结构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民法的概念和含义 

1.普通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 

（1）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社会关系 

（2）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由法律调整 

（3）法律仅调整具有明显利益冲突的社会关系 

 

2.中国的法律体系 

（1）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中国的法律由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等组成。 

（2）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 

（3）民法是宪法之下的基本法。 

 

3.民法的概念 

（1）罗马法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属于私法。 

（2）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 

（3）民法是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的特有法律部门。 

（4）大陆法系国家都有民法典 

（5）中国目前还没有民法典，但正在制定过程中。 

（6）中国目前的民法是由一系列单行立法构成的，主要包括《民法总则》、《民法通则》、《物权

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婚姻法》、

《继承法》、《收养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 

【核心笔记】民法的沿革 

1.罗马法的编纂及其影响 

（1）民法最早源于罗马法 

（2）罗马法发展的顶峰是公元 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优士丁尼）时期编纂而成的法律，即《国

法大全》（民法大全） 

（3）《国法大全》包括《查士丁尼法典》、《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新律》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52 页 共 643 页 

2.19世纪民法典的编纂及其典型 

（1）欧洲大陆的近代国家兴起后，开始制定民法典 

（2）1804年《法国民法典》是在拿破仑领导下完成的，共 2283条 

（3）1896年《德国民法典》是由民法学者主持制定的，于 1900年 1月 1日实施，共 2385条 

 

3.20世纪至今有代表性的民法典 

（1）瑞士民法典 

（2）意大利民法典 

（3）荷兰民法典 

 

4.我国的民事立法 

（1）清末变法 

（2）1929~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期的民事立法 

（4）改革开放以后的民事立法 

（5）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立法工作 

【核心笔记】民法的调整对象 

1.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 

（1）民法调整以平等自愿为基础的财产关系 

（2）民法调整财产归属关系与财产流转关系 

 

2.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 

（1）人身关系是与人身不可分离、以人身利益为内容、不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社会关系 

（2）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 

（3）人格关系是基于人格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关系 

（4）身份关系是基于身份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关系 

【核心笔记】民法的性质 

（1）民法是私法 

（2）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 

（3）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基本法 

【核心笔记】民法的本位 

民法以权利为本位，兼顾社会公共利益。 

【核心笔记】民法的渊源 

1.制定法 

（1）宪法中有关民法的规定 

（2）民事法律 

（3）民事法规 

（4）地方性法规中的民事规范 

（5）特别行政区的民事规范 

（6）国家机关对民事法律规范的解释 

（7）国际条约中的民事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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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惯 

（1）适用习惯处理民事纠纷的条件： 

（2）法律对该事项没有规定 

（3）习惯本身不违背公序良俗 

 

3.认识民事立法的结构 

（1）每部民事立法基本都分为章，章下设节 

（2）每一节由若干条文构成 

（3）如果条文由两段以上构成，则将各段称为“款” 

（4）如果各段下还有区分的必要，则将它们称为“项” 

（5）如果条文不分段，但分若干情形，则各情形称为“项” 

（6）《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7）《民法通则》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①祖父母、外祖父母； 

②兄、姐； 

③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 

（8）《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 

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①依法成立； 

②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 

③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④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核心笔记】民法的效力 

1.民法对人的效力 

（1）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的中国人 

（2）一般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 

（3）一般不适用于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2.民法在空间上的效力 

适用于在中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 

 

3.民法在时间上的效力 

（1）民法生效的时间 

（2）民法失效的时间 

（3）关于民法的溯及力问题 

 

4.民法的适用原则 

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 

新法优先于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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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 

强行法优先于任意法 

例外规定排除一般规定 

无具体规定时适用法律原则 



以上为本书摘选部分页面仅供预览，如需购买全文请联系卖家。

全国统一零售价： ￥ 0.00元

卖家联系方式：

微信扫码加卖家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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