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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498法律硕士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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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考研资料 

第一部分、考研历年真题汇编 

1-1、统考 498法律硕士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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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高分复习笔记 

2-1、2023年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考研考试大纲 

2-2、2023年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法理学》高分考研笔记 

2-3、2023年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宪法》高分考研笔记 

2-4、2023年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中国法制史》高分考研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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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法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及答案 

3-2、2024年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宪法]考研核心题库及答案 

3-3、2024年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中国法制史]考研核心题库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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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法律硕士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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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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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 

 

四、本套考研资料适用院系 

人文与艺术学院：法律（非法学）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 页 共 8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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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498 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备考信息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498 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498 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人文与艺术学院：法律（非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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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考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考研大纲 

 

2023 年统考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考研大纲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法学 

一、法学的含义 

法学的概念；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体系。 

二、法学的产生和发展 

法学产生的条件；法学的历史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特征。 

第二节法理学 

一、法理学的含义 

法理学的概念；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二、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意义 

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法理学的意义。 

第二章法的本质与特征 

第一节法、法律的含义 

一、“法”与“法律”的词义 

二、当代中国“法”与“法律”的使用 

第二节法的本质 

一、非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 

神意论；理性论；命令说；民族精神论；社会控制论。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 

法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法所体现的意志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法所体现的意志也受经

济以外诸多因素的影响。 

第三节法的基本特征 

一、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具有规范性 

二、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具有国家意志性和普遍性 

三、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四、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具有国家强制性和程序性 

第三章法的起源与演进 

第一节法的起源 

一、法起源的主要原因 

法起源的经济原因；法起源的政治原因。 

二、法起源的一般规律 

由个别调整逐步发展为规范性调整；由习惯发展为习惯法再发展为制定法；由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混为

一体发展到相对独立。 

第二节法的演进 

一、古代法 

奴隶制法严格保护奴隶主所有制，公开确认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特权；封建制法确认人身依附关系，维护专

制王权。 

二、资本主义法 

资本主义法的产生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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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的概念；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两大法系的区别。 

三、社会主义法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和本质。 

第三节法律移植与继承 

一、法律移植； 

二、法律继承 

第四章法的作用与法的价值 

第一节法的作用 

一、法的作用的概念 

法的作用的定义；法的作用的实质。 

二、法的作用的分类 

法具有规范作用；法具有社会作用。 

三、法的规范作用 

指引、评价作用、预测、教育、强制 

四、法的社会作用 

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法律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作用、当代中国法律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第二节法的价值 

一、法的价值的概念。 

二、法的主要价值：秩序；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效率。 

三、发的价值的冲突与解决 

第五章法律制定 

第一节法律制定的概念 

一、法律制定的概念 

法律制定的定义；法律制定的特征。 

二、立法权与立法体制 

立法权的概念；立法体制的概念；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 

第二节法律制定的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法律制定的依据、权限、程序等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二、科学性原则 

法律制定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总结借鉴与科学预见相结合。 

三、民主性原则 

法律制定必须从最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出发；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具有民主性。 

第三节法律制定的程序 

一、法律制定程序的概念 

二、法律草案的提出 

三、法律草案的审议 

四、法律草案的表决与通过 

五、法律的公布 

第四节法律效力 

一、法律效力的概念 

二、法律对人的效力 

法律对人的效力的原则；法律对中国人的效力；法律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效力。 

三、法律的空间效力 

法律的空间效力的概念；法律的域内效力；法律的域外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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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的时间效力 

法律的时间效力的概念；法律生效的时间；法律效力终止的时间；法律的溯及力。 

第六章法律体系 

第一节法律体系与法律部门 

一、法律体系的概念 

二、法律部门 

法律部门的概念；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 

第二节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一、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特色 

二、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 

宪法及其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 

第七章法律要素 

第一节法律规则 

一、法律规则的概念 

法律规则的定义；法律规则的特点。 

二、法律规则的种类 

授权性规则与义务性规则；强行性规则与任意性规则；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 

三、法律规则的结构 

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 

第二节法律原则 

一、法律原则的概念 

法律原则的定义、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二、法律原则的种类 

政策性原则与公理性原则；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实体性原则与程序性原则。 

第三节法律概念 

一、法律概念的含义 

二、法律概念的种类 

第八章法律渊源与法律分类 

第一节法律渊源 

一、法律渊源的含义 

二、法律渊源的分类 

法律的正式渊源；法律的非正式渊源。 

三、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行政规章；国际条约和

国际惯例。 

第二节法律分类 

一、法律的一般分类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根本法与普通法；一般法与特别法；国内法与国际法。 

二、西方两大法系的特殊法律分类 

公法与私法；普通法与衡平法。 

第九章法律实施 

第一节法律实施与法律实现 

一、法律实施 

法律实施的概念；法律实施的分类；法律实施的意义；法律实施状况的评价。 

二、法律实现 

法律实现的概念；法律实现的意义；影响法律实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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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执法 

一、执法的概念 

执法的定义；执法的特点。 

二、执法的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讲求效率原则；合理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 

第三节司法 

一、司法的概念 

司法的定义；司法的特点。 

二、司法的原则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第四节守法 

一、守法的概念 

守法的定义；守法的意义。 

二、守法的要素 

守法主体；守法范围；守法内容。 

三、守法的原因 

四、守法的态度 

第五节法律监督 

一、法律监督的概念 

法律监督的定义；法律监督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的法律监督 

国家监督；社会监督。 

第十章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第一节法律解释 

一、法律解释的概念 

法律解释的定义；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二、珐律解释的分类 

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限制解释、扩充解释和字面解释。 

三、法律解释的方法 

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 

四、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 

第二节法律推理 

一、法律推理的概念 

法律推理的定义；法律推理的特征。 

二、法律推理方式 

形式推理；实质推理。 

第十一章法律关系 

第一节法律关系的含义与分类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法律关系的定义；法律关系的特征。 

二、法律关系的分类 

基本法律关系、普通法律关系与诉讼法律关系；平权型法律关系与隶属型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

法律关系。 

第二节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一、法律关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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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统考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考研核心笔记 

 

《法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章  法学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法理学 

考点：研究对象 

考点：法学的历史 

考点：法学与相邻学科 

考点：研究方法 

考点：体系 

考点：法学教育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法理学导论 

法理学，即“法理之学”，是以“法理”为中心主题和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

作为法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法理学是现代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认知活动，法理学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和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已有之。 

学科意义上的法理学则形成于 19 世纪。法理学内部有众多学说、学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是其中最

科学、最先进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实践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法理学理论，并经历了三次伟大飞跃。青岛掌ф心博阅║рс电子书 

第三次伟大飞跃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

系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核心笔记】法学 

法学就是在法律事物中的科学意识。这种意识，必须往法哲学的面向发展，以便探究现实世界法律之

起源与效力所赖以成立之最终基础。 

——［德］鲁道夫·冯·耶林。 

 

1.法学的研究对象 

“法学”的词源和词义 

（1）中国： 

①先秦：“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 

②汉之后各代：“律学”。 

③19世纪末：“法学”或“法律科学”开始广泛使用。 

④当代中国：法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主要支撑学科之一。 

（2）西方： 

①古代拉丁语中的 jurisprudentia，其原意是“法律的知识”或“法律的技术”。 

②19世纪：“法律科学”英语 science of law、legal science，德语中的 Rechtswissenschaft。 

（3）关于法学研究对象的主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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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耶林：“法学是权利之学”。 

②分析法学派：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然的法律”（law as it is）。 

③自然法学派：主张研究“应然的法律”（law as it ought to be）。 

④社会法学派：主张法学应着重研究“实际运行并有效的法律”（law in operation）。 

（4）法学是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 

①历时性研究：考察研究法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②共时性研究：比较研究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分析它们的性质、特点以及相互关系。 

③法的内在方面：法的内部联系和调整机制。 

④法的外在方面：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⑤形式性方面：法律规范、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结构以及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要素。 

⑥法的实际效力、效果、作用和价值。 

⑦法律、法治、法理。 

⑧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 

 

2.中国法学的历史 

（1）夏、商、西周时期：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 

（2）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律思想兴盛和大发展的时期。 

（3）汉以后的儒家思想以儒学为主，实行儒法合流，在德主刑辅的原则下实行礼法合一。中国古代

的法律文化遂成为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 

（4）从汉代起，法学领域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律学” 

（5）清末：变法图强；收回领事裁判权；留学西方，考察和学习法律，回国后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

法律思想，开创了中国现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 

（6）民国时期：官方的法学理论承袭封建的法律思想，移植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思想。 

（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法学和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法

学，取而代之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学。 

 

3.西方法学的历史 

（1）西方法学始于古希腊。 

（2）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罗马法学十分繁荣，对其后的西方法学和

法律制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中世纪：独立的法学消失了，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法

律思想。 

（4）中世纪后期：注释法学派；“博洛尼亚学派”。 

（5）13、14 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人文主

义法学派的产生。 

 

4.法学的历史 

（1）17 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需要法学，也解放了法学。近代资

产阶级法学的出现意味着一种与中世纪神权世界观相对立的法权世界观的诞生。 

（2）从 18世纪末开始，欧洲陆续出现了哲理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 

（3）20 世纪初，西方社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有关社会立法相继出现，法的社会化成为时代潮流，

社会法学派适时问世。 

（4）20世纪 50年代中期以后的法学诸流派。 

 

5.法学与相邻学科 

（1）法学与哲学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57 页 共 867 页 

19世纪中期以后，法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法理学（法哲学）是对法的一般基础的哲学反思，它一头与哲学相连，另一头与具体（部门）法学接

壤，是把部门法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一座桥梁。 

（2）法学与政治学 

由于法是政治活动和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常规形式，因而政治和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任何法治的背

后都有其政治逻辑，法学和政治学有着内在的联系。青岛掌ф心博阅║рс电子书 

（3）法学与经济学 

法学与经济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济分析法学”“法律经济学”“法律与经济研究”的兴起和

蓬勃发展是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产物和标志。 

（4）法学与社会学 

法学和社会学有着很广泛的共同论题，如法律的社会根源、法律的社会功能、法律规范的社会实效、

社会治理法治化等。 

法律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这被认为是 20世纪法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5）法学与历史学 

①法律是凝结的历史，或者说是历史过程的产物。 

②法律的生命不仅是逻辑，更重要的是经验。 

③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是法学可以借鉴的重要方法。 

④法学中的概念、范畴、理论、观点、学说、学派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 

（6）法学与逻辑学 

①逻辑问题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 

②法学与逻辑学共同关注的焦点是法律推理问题。 

 

6.法学的研究方法 

（1）方法论：把某一领域分散的各种具体方法组织起来并给予理论上的说明。 

（2）法学方法论就是由各种法学研究方法组成的方法体系以及对这一方法体系的理论说明。 

（3）法学方法论的两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法学方法论的原则；第二个层次是各种法学方法。 

（4）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社会历史的发展观点。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

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 12月 13日）。 

（5）阶级分析方法 

①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②在阶级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最具决定性和最具根本性的利益关系，任何在政治和经济上占

统治地位的阶级或社会集团，都必然要借助法律来建立和维护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秩序。 

③阶级分析方法的使用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它运用于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毫无关系的领域，更不能

随心所欲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从而采取专政的方式对待人民群众。 

（6）价值分析方法 

①价值分析方法就是通过认知和评价社会现象的价值属性，揭示、确证或批判一定社会价值或理想的

方法。 

②价值分析方法是法学的基本方法。 

③法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揭示法的应然状态或价值属性，即回答法应当是怎样的（关于“法律应然”）

的问题。 

④法学中的价值分析包括价值认知和价值评价。 

（7）实证研究方法 

①实证研究方法是在价值中立（或价值祛除）的前提条件下，以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来建立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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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知识性命题的各种方法的总称。 

②价值中立，指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不可以用自己特定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好恶来影响资料和结

论的取舍，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③经验事实，指的是可以通过人们的直接或间接观察而发现的确定的事实因素。 

④法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社会调查方法；历史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逻辑分析方法；

语义分析方法。 

 

7.当代中国的法学体系 

（1）法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划分 

①法学形成体系或法学有内部分支学科划分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②根据我国现阶段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实践需要，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划分法学体系： 

a.从法律部门划分的角度，与之相应就有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

环境资源法学、军事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或迟或早都要有新的法学部门

与之相对应。 

b.从认识论的角度，法学可以被划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 

 

（2）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①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具有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 

②当前，我国的法学体系存在诸多不足和短板：不能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需要；缺

乏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一体化思考；缺乏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研究，不能有效地为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③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需要从四个方面实施体系创新：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传统学科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新兴学科；支持扶持交叉学科。 

 

 

8.法学教育 

（1）法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①近代西方法学教育由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开启。 

②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法学教育历史悠久，经历了从兴起走向鼎盛，又从守成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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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考研核心笔记 

 

第 1章  宪法的概念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宪法的特征 

考点：宪法的定义 

考点：资产阶级学者传统的宪法分类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宪法释义 

1.“宪法“词义的演变 

2.宪法的特征 

（1）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①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宪法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方向；从社会制度和

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上规范着整个国家的活动，因而具有国家总章程的意义。 

②法律效力上，宪法的法律效力最高。 

宪法是制定普通法的依据，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是一切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 

③制定和修改程序上，宪法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 

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机关，往往的特别成立的；通过或批准宪法或者其修正案的程序，往往严于普通法

律，一般要求由制宪机关或国家立法机关成员的 2/3 以上或 3/4以上多数表决通过，才能颁布施行。 

（2）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①历史上，宪法是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对已经取得的权利进行确认的结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宪法

都体现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②内容上，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3）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①宪法与民主事实密不可分，资产阶级宪法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事实的出现而产生出来的。 

②社会主义宪法是无产阶级民主事实的法律化。 

③宪法与民主紧密相连，民主事实的普遍化是宪法得以产生的前提 

 

3.宪法的定义 

宪法：集中表现统治阶级建立建立民主制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的国家根本法。 

【核心笔记】宪法的本质 

宪法的本质：一国统治阶级在建立民主制国家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 

（1）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阶级力量对比居于首要地位。 

①统治阶级力量比被统治阶级力量强大，有权制定宪法。 

②宪法随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2）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存在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派别、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 

（3）宪法集中全面地表现了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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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笔记】宪法的分类 

1.资产阶级学者传统的宪法分类 

（1）外在表现形式 

成文宪法：用统一、特定的书面文件形式（宪法典形式）规定国家根本制度。Eg.美国宪法 

不成文宪法：散见于各个不同时期颁布的法律文件或形成的宪法惯例的有关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Eg.

英国宪法 

（2）修改过程 

刚性宪法：由特定制宪机关制定、修改程序严于普通法律的宪法。Eg.美国宪法特点是稳定性、可维

护宪法尊严；缺乏适应性——成文法 

柔性宪法：制定修改程序与普通法相同的宪法。英国宪法特点是弹性大、适应性强；缺乏稳定性——

不成文法 

（3）制宪主体 

钦定宪法：以君主名义制定。 

民定宪法：由国民代表机关，制宪机关或公民直接投票制定或通过。 

协定宪法：君主与人民双方进行协商制定。 

 

2.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者的宪法分类 

国家类型和宪法的阶级本质：资本主义类型宪法、社会主义类型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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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宪法的历史发展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近代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考点：现代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考点：宪法的发展趋势 

考点：英美法宪法产生的特点 

考点：美国宪法之父 

考点：近代宪法的主要特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1.近代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时间:17、18世纪到 1918年 

考察宪法发展的历史可知，英国是近代宪法产生的摇篮，美国（1787年）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

法，法国（1791年）宪法是欧洲大陆最先产生的成文宪法。 

（1）英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宪法之母”：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最早的国家，也是最早实行宪政和产生宪法的国家。 

1640年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直到 1688年光荣革命历时近 50年，英国宪法就是在这一革命过程

中产生的。 

①英国宪法 

英国宪法，实际上是不同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法律和不同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宪法惯例、宪法判例

所构成。 

②英国宪法性法律 

a.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 

b.1676年的《人身保护法》 

c.1689年的《权利法案》 

d.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 

此外，还有 1215年英国颁布的《自由大宪章》 

③英国近代宪法的发展 

到 19世纪 40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宪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a.责任内阁制逐步形成； 

b.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确立； 

c.政党制开始兴起。 

（2）美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美国宪法的产生，经历了从 1620年《五月花公约》，1776年《独立宣言》到 1779年《邦联条例》，

再到 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1787年的美国宪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 

①《五月花公约》 

1620年 9月，英国 l02 人不堪忍受欧洲大陆的宗教压迫，乘坐五月花号前往美洲殖民地。在登岸之前，

因为他们所到之处是一个新的领地，英王命令达不到、没有执法官执行法令的地方。 

政治性契约“……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

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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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1620年 11月 11日 

②独立宣言 

1775 年独立战争。1776 年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北美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成

立美利坚合众国。 

《独立宣言》，马克思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 

③《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 

《独立宣言》发表后，各州相继制定州宪法，与此同时，13个州着手联合组成同盟。1779年 11月 15

日，大陆会议通过《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快就表现出它的松散无力：对内由于它缺乏统一的经济财政基础和高于各州的

权力，因而无法实现关税、货币和法律的统一，这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缺乏共同防御、

抵御外敌的合力。（经济无钱、政治无权） 

美国统治阶级感到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巩固独立战争的胜利成果，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④1787年宪法 

a.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主要内容 

由序言和 7条宪法正文组成。 

前 3条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以及行使三权的国会、总统和法院的产生及其组织制

度等；第 4条规定了联邦与各州之间，以及州与州之间的权限与关系；第 5条规定了修宪的程序；第 6条

强调了宪法的地位和效力；第 7条规定了宪法的批准与生效。 

该宪法确立了有限政府原则、三权分立原则、联邦与州的分权原则以及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 

b.美国近代宪法的发展 

1787年宪法没有把《独立宣言》和当时一些州宪法中所肯定的民主权利包括在内，遭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强烈反对。 

美国国会于 1789年 9 月 25日通过 10条宪法修正案。 

“权利法案”主要内容：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自由的法律；公民

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非法的搜查或扣押；非依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生命

或财产，以及司法程序上的一些民主权利等。 

c.美国宪法发展的多种形式 

后又陆续补充了 17 条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南北战争后生效的废除奴隶制，保障黑人权利；1920

年生效的美国妇女享有选举权；1964 年生效的关于选举时取消人头税限制；1971 年生效的关于降低公民

选举年龄；1992年关于议员薪酬的第 27条修正案。 

200多年来，美国宪法的内容除通过 27条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加以改变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联邦最高法

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对联邦宪法作出解释，以及通过政党、总统和国会的活动所形成的宪法惯例来改变宪

法的内容，以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 

（3）法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8月国民议会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 

1791年在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上，制宪会议制定了法国第一部宪法。 

①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 

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共 17 条，它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

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人权宣言提出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时代的王权、皇权和特权，

并确立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 

②1791年法国宪法 

在内容上，它以《人权宣言》为序言，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宣告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和贵族爵位、

称号，赋予公民迁徙、集会、请愿和宗教信仰自由，民主气息更为浓厚。 

在形式上，它采用了美国式宪法的统一完整的法典形式，成为欧洲大陆的第一部成文宪法。 

③法国追求共和的艰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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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考研核心笔记 

 

第 1章  夏商法律制度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中国法律起源 

考点：商代的立法思想 

考点：司法制度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中国法律起源与夏代法制简况 

1.中国法律起源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法律的起源，实质上就是原始的氏族习惯法向奴隶制习惯

法转变的过程。人类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有了协调社会纠纷、约束人们共同生活的简单而基本的准则

--氏族习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历史进入由氏族习惯法向奴隶制习惯法转化的重要时

期，逐渐出现了“刑”、“法”、“罪”等概念，到公元前 21 世纪时，随着夏朝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体

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奴隶制习惯法也随之建立。中国法律的起源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对日后中华法系特点

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夏代法制简况 

（1）习惯法为主要法律形式，出现了制定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还有誓——夏王发布的紧

急军事命令； 

（2）法律的主要内容：确立“忠君”观念，倡导“孝道”思想，维护国家制度与宗法制度；镇压各

种违背“王命”和反抗国家统治的行为；用行政法性质的“政典”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确认土地

国有，确立各项税赋制度； 

（3）司法制度：建立了“大理”、“士”、“蒙士”等各级司法官吏体制；神明裁判在司法活动中

占据重要地位；圜土—最初的监狱已经设立。 

【核心笔记】商代的法律制度 

1.商代的立法思想 

“有殷受天命”，神权法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用“天讨”与“天罚”来证明其刑罚的合理性，加强其

威慑力。 

 

2.形式与主要法律 

（1）法律形式：成文刑书出现，习惯法退居次要地位。主要法律形式有：不公开的刑书、誓--商王

发布的紧急军事命令以及王与权臣的命令、文告； 

（2）主要法律：《汤刑》、《官刑》、“民居”之法、车服之令。 

 

3.法律内容 

（1）军事法规：以军法保证讨伐战争的进行，惩治不从誓言罪； 

（2）刑事法规：严厉镇压反抗国家统治的各种犯罪，严惩各种蛊惑民心、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 

（3）行政法规：设立《官刑》，惩治“三风十愆”，严格约束统治阶级内部成员； 

（4）民事法规：土地实行以商王为代表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工具、牲畜、房屋等实行家庭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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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长支配掌管；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权力和财产的继承早期是“兄终弟及”，中后期逐渐建立了

嫡长子继承制。 

 

4.司法制度 

（1）司法机构：商王掌握最高决定权，最高审判机构是司寇，与其他五个中央机关并称“六卿”，

其下有“正”、“史”等审判官员，地方与基层司法官员有“士”、“蒙士”等； 

（2）审判制度：重大案件要经过三级审理，并要经过“三公”复核，由商王最后决断；对公认疑案

实行赦免； 

（3）宣称“天罚”，实行“神判”，通过占卜决定刑罚，卜者在司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4）监狱制度进一步完善，除“圜土”外，还有关押重要犯人的“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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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法制指导思想 

考点：立法活动 

考点：法律形式及礼刑关系 

考点：宗法制及行政立法 

考点：刑事法律规范 

考点：民事法律内容 

考点：司法机关体系 

考点：诉讼审判制度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立法概况 

1.法制指导思想 

（1）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周初统治者继承了夏商的天命观念，把自己的统治权说成是上天授予的，以此来说明自己统治天下的

合法性。但同时认为，“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使人民归顺的“德”，“天命”是靠民意来维系的。 

①“明德”：就是主张发扬德行，崇尚德教； 

②“慎罚”：就是用刑要审慎、宽缓，而不应“乱罚无罪，杀无辜”。 

（2）亲亲、尊尊和有别 

①亲亲即亲其亲者，指按血缘关系确定亲疏长幼，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姑慈、

妇听，男女有别，长幼有序 

②尊尊即尊其尊者，要求下级对上级、小宗对大宗、臣民对君主绝对服从与尊敬，严格遵守社会等级

秩序，严禁违法僭越。 

“亲亲、尊尊”的核心就是“有别”，个人在社会关系的大网中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并且基于血缘、

官职和性别，处于人为不平等的差序状态中。这种“有别”的原则，是礼制的核心，也是西周法律文明的

指导思想。 

（3）刑罚世轻世重 

“刑罚世轻世重”是指根据形势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即惩罚犯罪应根据犯罪者的主

观情节与当时的客观形势进行权衡，强调具体适用法律时的灵活性。 

具体内容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即由于政治形势的不同，对新建的邦

国、秩序正常的邦国和正在作乱的邦国，所适用的法典也应该有所差别，要分别适用轻典、中典和重典。 

 

2.立法活动 

（1）制定周礼 

通过制定周礼，统治者力图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的要求，

做事以礼为准则。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朝代更替很多，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的各种礼

制都被继承了下来。 

（2）编订刑书 

①《九刑》 

《左传》昭公六年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②《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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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叶，由于国势渐衰，财政困难，穆王命吕侯重定刑书，以使四方归附并确立赎刑制度，以此来

缓解国家财政压力。 

 

3.法律形式及礼刑关系 

（1）法律形式 

①诰。是统治者关于施政的训令。 

②誓。是针对军队发布的命令。 

③训。是各地诸侯、卿大夫和行政长官颁布的命令。 

④遗训及殷彝。“遗训”是指前代、先王遗留下来的训令法规。“殷彝”就是商代遗留下来的成规旧

法。 

（2）礼刑关系 

①礼和刑密不可分 

礼是刑（法）的基础和渊源 

礼发挥着法的功能和作用。 

②礼和刑相互区别。 

礼与刑作用不同。 

礼与刑作用不同。 

【核心笔记】西周法律的主要内容 

1.宗法制及行政立法 

（1）宗法制 

所谓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制

度。 

宗法制起源于原始氏族公社末期父权家长制，发展于夏商时期，到西周时期臻于完备。 

①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制就是在多妻的情况下，区分作为法定配偶正妻和众妾身份上的尊卑，从而规定正妻所生

的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的制度。 

②分封制 

嫡长子继承王位，实际上也就继承了天下的全部土地、人民和财富。为了处理好与诸弟的关系，嫡长

子又分别将若干土地连同居民分封给诸弟，并允许诸弟享有对这部分土地、居民的统治特权和宗主地位。 

③宗庙祭祀制度 

宗庙祭祀是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宗庙祭祀制度是通过限制庶子祭祀祖先的权利来维护嫡长子的

家庭地位，并通过嫡长子的祭祖活动来维系宗族的团结。 

（2）行政管理体制 

在西周中央国家机关体系中，周天子的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西周初年，太师、太保、太傅这“三公”

作为重要的辅臣帮助周王履行统治职能。西周中期设立了卿事寮和太史寮这样的辅政机构。西周的地方行

政机构，主要指周王分封同姓子弟叔侄和异姓亲戚及元老重臣所建立的四方诸侯，和诸侯再次分封形成的

卿大夫。 

（3）职官管理制度 

①官吏的选拔。 

②官吏的考核。 

③官吏的奖惩。 

 

2.刑事法律规范 

西周诸法并存，其中刑事法律规范占据主要地位，并在夏商基础上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1）主要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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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统考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考研核心题库 

 

《法理学》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一、概念题 

1． 行为规范 

【答案】行为规范:是指社会调控的基本形式之一，是行为标准。其主要功能是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式，

使人们的行为符合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具有社会意义，并通过对行为的肯定或否定，而确认、保护和发展某

种社会关系，或抵制、改变和禁止某种社会关系。 

 

2． 法的统治与法治国 

【答案】法的统治是指一种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态，它最大限度地信奉法律的权威和作用，任何人

除法律之外不受其他统治。它也被称为实质法治。它不但要求法律在形式上被严格遵守，还关注法的内容，

把“合法性”作为判断社会主体行为的基本准则，努力做到凡事“皆有法式”、凡事“一断于法”。其中

又特别强调法律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限制，强调任何政府行为都可能经受合法性检验或挑战的重要性。这

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法治国是指特别关注行政权力行使在形式上的严格合法性，而对法的内容却较

少考虑，也被称为形式法治，更强调法律的普遍性、稳定性、内在一致性等形式特征，强调秩序和效率，

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具有较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种思想为纳粹所利用，成为

掩饰种族灭绝的法律托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国”的思想更多的是指“行政主治”和“依法统治”

（governmentbylaw）。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德国。 

 

3． 一般法和特别法 

【答案】一般法是指针对一般人、一般事、一般时间，全国普遍适用的法。 

特别法是指针对特定人、特定事、特定地区、特定时间有效的法律。 

 

4． 执法与司法 

【答案】执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执法，是指一切执行和适用法律的活动，包括国家行政机关

和法律授权、委托的社会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以及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实施法律

的活动。 

狭义的执法，则专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委托的社会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法行使管理职权，履

行职责，实施法律的活动，即“行政执法”。 

司法，又称法的适用，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5． “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 

【答案】法社会学派认为法律规则条文中的法和实际生活中的法是不同的，即区分“书本上的法”和

“行动中的法”。前者指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后者则指法的实际运作，在现实中一切起着法的作用的东

西。在法社会学派的著作中，行动中的法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活法”，即社会生活中实际通行的

规则，它不依国家而存在，法律规则必须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否则不可能得到实现。另一种是现实中的各

种法律行为，即法在现实生活中的运作和实现，用以区别于国家颁布的法律规则。 

 

6． 法的渊源 

【答案】法的渊源可以分为历史渊源、理论渊源和政治渊源等，但在法学研究特别是立法学研究中，

有特定含义，它是指法的效力来源，包括法的创制方式和法律规范的外部表现形式。它在于说明一个行为

规则只有通过什么方式产生、具有何种外部表现形式才被认为是法律规范，才具有法的效力，并成为国家

机关审理案件、处理问题的规范性依据。这个意义上的法的渊源又被称为法的“形式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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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律调整对象 

【答案】法律调整对象即法律作用的直接对象，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即调整一定社会人与

人的相互关系中的意志行为。法律通过调整主体的意志行为，确认、形成、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

既然法律只能调整人们的意志行为，那么社会关系只有在其表现为通过人们的意志而形成的思想关系时，

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一定社会中，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有些社会关系难以由

法律有效调整，有些社会关系没必要由法律调整。因此，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客观上要求法律调整的具体的

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关系。 

 

8． 法律与宗教戒律的异同 

【答案】（1）法与宗教戒律的相同之处 

任何宗教中都有许多戒律、规则，从他们的内容看，这些宗教规则不仅是对人的外在行为的约束，也

是对人的内心生活的指导，是对人的行为的精神控制。一般说来，宗教戒律与法律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

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宗教戒律的实现也像法律一样依赖于特定的机构，如在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教规的实现就需要教会这样的组织；宗教戒律的执行与法律的执行都需要特定的解

释机构，法律的执行需要解释机构，宗教也是如此，如伊斯兰教规定，只有伊斯兰法学家才能解释《古兰

经》。 

（2）法与宗教戒律的区别 

尽管法律与宗教戒律之间有上述相同的方面，但宗教戒律同法律之间又有许多区别： 

①产生方式不同，宗教戒律是宗教创始人和领袖借助于神的名义规定的； 

②内容不同，宗教戒律的主要内容是义务； 

③实施方式不同，宗教戒律主要通过信仰机制依靠自愿行为； 

④适用原则不同，宗教戒律以属人主义原则为标准，只对教徒具有约束力，不同于法律的属地主义和

属人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9． 法的价值的客观性与主体性 

【答案】法的价值的性质和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法律价值关系主体在法律领域的认识和实践情况，

而不是由法律价值关系的客体所决定。因而也可以说，法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对法律价值关系主体和法律价

值关系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体现了法律在回应人的法律需求这一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

当然，在法律价值关系中，法律所具有的制度和规范属性则是人类在法律生活领域进行价值评价的必要参

照。法律是否有价值、具有何种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也必然受制于法律现象的规律和属性的影响。法的

价值既体现人类在法律生活领域的主观情感和意向，也体现法律在满足人的价值需求时所呈现的客观属

性。法的价值同任何形态的事物价值一样，也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主观和客观相互融合的现象。 

 

10．神法、人法、法治 

【答案】按照阿奎那的理解，神法包括神的自然法和神的成文法。前者即永恒法，是上帝对宇宙秩序

的合理安排，指导整个宇宙的规范，是上帝对创造物的合理领导；后者是指基督教圣经，包括新旧约全书，

是自然法和人法的补充，禁止各项罪恶的安排，是用来指导人类精神生活的。当然，其他宗教中的神法,

通常指各宗教的教义法，如伊斯兰的古兰经，佛教的一些经典。 

按照阿奎那的理解，人法，区别于神法，包括人的自然法和人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判例法，其中，

自然法是永恒法对人类的关系,是永恒法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是人类社会的法；人法主要指人定法，国家

制定的法令，人法从属于自然法。 

 

11．立法主体 

【答案】立法主体:拥有立法权的特定机关称为立法主体。在现代各国，议会或代表机关都为有权立

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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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律责任 

【答案】法律责任是行为主体因为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即没有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或主体虽

未违反法律义务，但仅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产生的原因有三：违法行

为、违约行为和法律的特别规定。其中违法行为是指行为人没有履行法律义务，侵害他人法定权利，破坏

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所以法律义务不等于法律责任。 

 

13．法制现代化 

【答案】法制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现代化的深

刻体现。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伴随着其社会现代化而出现的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变的过程，这种转

变意味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制变革和发展，涉及法律的组织构造、制度规范、运作程序以及深层次的法

律观念等各个方面。 

 

14．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答案】大陆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总称。 

英美法系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它的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 

 

15．法规清理 

【答案】法规清理又称法律整理，是指有关国家机关按一定程序，对一定时期和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

件进行审查，并重新确定其法律效力的活动。法规清理的主体一般是制定法律、法规的主体。 

法规清理不产生新的法律规范，但是可以确定原有法律规范的有效与失效，因此，法规清理属于立法

活动，具有法律效力。 

 

16．事实构成 

【答案】在法学上，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所构成的一个相关的整体，称为“事实构成” 

 

17．法制 

【答案】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简称，是个多义词。第一种含义是“法”“法律”或“法律规范”，相

当于“法律体系”或“法律规范体系”。第二种含义是指有共同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而相互联系、相

互配合的若干法律规则的集合。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往往习惯于使用“法律制度”的概念。第三种含义包

括法（法律规范），又大于法，是指一个国家整个法律上层建筑的系统。 

 

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 

【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所研究的，并在这种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法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它反映着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体现了社

会主义社会各项建设以及人与人关系的需要。 

 

19．法制与法治 

【答案】“法制”一词在当今中国社会政治法律生活中大体有以下两种含义： 

第一，静态意义上的法制，即将法制理解为法律制度的简称。 

第二，动态意义上的法制，即将法制理解为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

节构成的一个系统。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

自由等价值目标。在法治之下，“法”应当是良法，而不是恶法。只有在民主国家才有法治。有法制不一

定有法治，但实行法治必须以存在法制为前提。 

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其包含两方面

的内容：一方面要有良好的法律；另一方面这种良好的法律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要得到普遍的服从和遵

守，核心是依法办事。它除了强调依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的限度保护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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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权利，是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 

国家的原则和方式。 

“法制”与“法治”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虽然法学界很多人主张两者在依法办事的意义上

可以通用，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如果把“法制”限定在法律制度的意义上使用，法制是法治

的前提和基础，但法治不是法制的必然结果。有法治必然有法制，但有法制不一定导致法治。法制关注的

焦点是秩序，法治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至上权威。为了不产生歧义，有助于对法制问题的研究，在使用中，

还是把“法制”与“法治”明确分开为好。 

 

20．公民社会 

【答案】公民社会，又译作“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大体是指相对独立于国家，有一定自主、

自治权的社会共同体。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往往在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三重意思上使用“市民社

会”的概念，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系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

组成。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 

 

21．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答案】权利能力，又称权乂能力（权利义务能力），是指能够参与一定的法律关系，依法享有一定

权利和承担一定义务的法律资格。 

行为能力是指法律关系主体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 

 

22．法律责任 

【答案】法律责任，广义的法律责任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的同义词，狭义的法律责任是由违法行

为所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 

 

23．法律解释客观说 

【答案】法律解释客观说（文本说）认为，从法律颁布时起，就脱离原有的立法机关成为独立的客观

存在物，具有自身的含义。法律解释目标就是探求这个法律意旨。 

 

24．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 

【答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其著名的关于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所谓分配正义，主要涉及的是在制度安排或立法上如何公正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的问题，而校正正义则适用

于当一条分配正义的规范被违反的时候，关注的是在执法和司法中如何公正地分配赏罚的问题。 

 

25．法律发展 

【答案】“法律发展”也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指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全面发展相适应、

相协调的，包括了法律制度的变迁、法律精神的转换、法律体系的重构等在内的法律进步过程与趋势。 

 

26．规范性法律文件 

试分析:规范性文件 

【答案】规范性法律文件，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有权制定法律规范的国家机关 I所发布的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27．法律部门、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规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答案】法律部门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

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是表现法的内容的形式或载体。在以制定

法为主要法源的国家，构成法律部门的基本单位——法律规范通常由规范性法律文件来体现。 

法律规范可以由不同的形式或载体来表达，规范性法律文件只是表达法律规范的若干方式的一种。 

 



                                                                 

                                                                              考研精品资料 

 第 829 页 共 867 页 

 

2024 年统考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三套考研模拟试题 

 

2024 年统考 498法律硕士综合（非法学）考研模拟试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单项选择题 

1． 当代中国法律体现了__________ 

A.统治阶级的意志 

B.中国人的意志 

C.全国人的意志青岛掌р心博阅电子书 

D.全国人民的意志 

【答案】D 

 

2． 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__________ 

A.宪法 

B.刑法 

C.民法 

D.经济法 

【答案】C 

 

3． 法律义务是指法律关系主体__________ 

A.可以自己做出一定的行为 

B.可以要求他人做出一定的行为 

C.可以自己不做出一定的行为 

D.必须做出一定的行为 

【答案】D 

 

4． 中国有权监督宪法实施的国家机关是__________ 

A.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B.国家司法机关 

C.国家检察机关 

D.国家行政机关 

【答案】A 

 

5．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是指__________ 

A.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 

B.法律规范的制定方式 

C.法律规范的经济基础 

D.法律规范由哪些部分构成 

【答案】D 

 

6． 行政执法的特点是__________ 

A.一般具有单方面性 

B.具有被动性 

C.不告不理 

D.稳定性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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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称为__________ 

A.立法体系 

B.法律体系 

C.法规体系 

D.法律部门 

【答案】D 

 

8． 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是指__________ 

A.有法可依 

B.干部守法 

C.党员守法 

D.依照社会主义法律的观点建立起来的生产、工作、教学、科研和社会生活秩序 

【答案】D 

 

9． 法的规范性是指__________ 

A.法对人的行为的指导作用 

B.法为人们提供了是非标准青岛掌е心博阅С电子书 

C.法为人们提供了行为模式 

D.法总结和概括了统治阶级的胜利成果 

【答案】C 

 

10．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是__________ 

A.《法经》 

B.《秦律》 

C.《九章律》 

D.《北齐律》 

【答案】A 

 

11．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__________ 

A.人们的思想 

B.友情关系 

C.同学关系 

D.物、精神财富和行为 

【答案】D 

 

12．法与道德的关系是__________ 

A.道德是法的一种形式 

B.法与道德一致 

C.法与道德无关 

D.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一致 

【答案】D 

 

13．“法治”一词的概念是指__________ 

A.与人治对称 

B.执法者严明 

C.法律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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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与专制对称 

【答案】A 

 

14．法的社会性一般是指__________ 

A.法是一种社会规范 

B.法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促进社会前进的作用 

C.法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 

D.法对社会的一种影响 

【答案】B 

 

15．法律关系主体的构成要件是__________ 

A.具备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B.达到法定的年龄 

C.可以自己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能力 

D.必须做出一定行为的能力 

【答案】A 

16． 根据我国 1995年选举法规定，选民名单要在选举日前__________于公布。 

A.10 

B.15 

C.20 

D.30 

【答案】A 

 

17． 我国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是__________ 

A.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B.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C.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D.委托与受委托关系 

【答案】B 

 

18． 现行宪法规定，享有国务院总理人选提名权的是__________ 

A.全国人大主席团 

B.全国人大常委会 

C.国家主席 

D.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答案】C 

 

19．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__________ 

A.2年 

B.3年 

C.4年 

D.5年 

【答案】B 

 

20．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是__________ 

A.工人阶级领导 

B.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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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青岛掌з心博阅电д子书 

D.少数服从多数 

【答案】B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__________一律平等。 

A.上 

B.下 

C.面前 

D.程序 

【答案】C 

 

22． 在我国，自治州的行政地位是__________ 

A.省或自治区所属的民族聚居区的一级行政区域 

B.介于省级和县级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域 

C.与行政公署地位相一致的行政区域 

D.省和直恰市的下一级行政区域 

【答案】B 

 

23． 旧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是__________。 

A.《中华民国约法》 

B.《重大信条十九条》 

C.《临时约法》 

D.《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答案】C 

 

24． 现行宪法规定，国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形式是__________ 

A.工会 

B.职工管理委员会 

C.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 

D.股东大会 

【答案】C 

 

25．新中国建立初期，经常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是__________ 

A.人民政协全体会议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D.政务院 

【答案】C 

 

26．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域界限的变更，需报__________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 

B.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 

C.国务院审批 

D.民政部审批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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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元

卖家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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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当代西方法律体系杜瑔魗逸ⱒټ篿�
	427．简述起草规范性法律文件应注意的立法技术。
	428．简述法的基本特征。
	429．简述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原则及其意义。
	430．简述法律责任的免除。
	431．简述法律制度的构成。
	432．在我国是否实行判例制度一直存在争议。请分析并回答下列问题：
	433．简述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统化。
	434．从法学角度简述权利与权力的区别。
	435．简述法的价值冲突及其解决原则。
	436．简述法律规则逻辑结构的“新乜璉腽₋ᵶ著逸Ɫၒٓ쩓齧屴理论的缺陷。
	437．简述私法上意定免责的条件。；
	438．简述法律继承的根据。
	439．简述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440．简述科学技术对法律的影响。
	441．试述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442．什么是法的溯及力及其适用原则？
	443．简述监察法立法的原则。
	444．科学技术对司法的影响。
	446．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对法律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晓屴公民普遍守法｜晢䶀ﵷὫ捛鹳끹㹏᩶葬핬묰ɑ汬ᅦ源䶐畛衬핟讗�腎[驶葧慎䶀ﵛ鹳뀰ɮՎ칬해ٛ暉퉞Ꚗႏ汬ᅦ源䵛衬핶葎�Ⱨ慎�
	447．简述法律体系与法律部门的关系。
	448．如何处理人权的道德性与法律性。
	449．简述理性自然法的乜瑎⩓템喖㙫따�
	450．如何理解法的价值的含义？
	451．简述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452．简述法的规范作用与法的社会作用的关系。
	453．当代中国法的渊源。
	454．简述法的规范性的特点。
	455．简述法律与国家的一般关系。
	456．简述法制现代化的特征。
	457．简述司法公正的标准。
	458．如何理解人权与国内法的关系？▧
	459．简述西方关于守法理由的各种观点。
	460．简述实行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的意义。
	461．法理学的构成及其资源性要素
	462．法的要素与法律渊源杜瑎쁎䡎ൔ屦。
	463．简述法律调整的过程。
	464．简述法律制定的特征。
	465．简述法律汇编与法典编纂的关系。
	466．为什么说法律关系是一种思想社会关系？
	467．简述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468．简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
	469．联系我国实际,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基础。
	470．简述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
	471．简述执法的基本特征。
	472．论述法律关系是体现意志性的社会关系。
	473．简述法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
	474．中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及其特征。
	475．简述我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的内涵。
	476．怎样认识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477．简述“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内容。
	478．简述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
	479．简述法律责任的特点。
	480．简述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481．结呜扛麖䗿屦论述在我国坚持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的现实意义及其要求。
	482．结呜执屴关法的理论与实际｜暋몏핟譧䍒⥎핟譎䥒ꅎ䮕葑獼אּ�
	483．孟德斯鸠在论述人类的法律时说｜映ᱎൔ屦气候的不呜暗�腎ꝵ虎ൔ屦的生活方式｜晎ൔ屦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呜晹쵼筶葬핟謰Ƞᴠᱟ偶葬ᑐ᥎ꝵ虗晳蝶蒘칏屦带来了柔和的法律。”试用法学的基本理论评析生活方式与法律的关系。
	484．分析法律与市场的互换性的主要体现。
	485．豜抌屢你对两大法系的区别的认识。
	486．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晓⽵ㅎ蹢ᆎཎ멳끛鹶蒘虗�屦我才进人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暖摎虢ᅶ蒈䱎㩎屦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晢ᅨ㥧ⱎ൦⽬핟譶葛歷愰ɢᅶ蒈䱎㩜ㅦ⽬핟譗⡙ѿ湢ᅥ䁞鑏鵣湶葕⽎v葎缰Ƞᶋ핒٧過䬰�
	487．试述法的作用的局限性理论及其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启示。
	488．联系实际｜暋몏ᅖﵹ㹏ᩎ㭎䥬핬뭞懲빗⡧葞啕㹏ᩎ㭎䥔貌ၹ㹏ᩎ葏�鱏屵⠰�
	489．怎样认识原始社会的社会调整的特点？
	490．试论法律原则的功能。
	491．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晎彦⽞懲빑汫掚�䡧䍚Ŷ葹㹏ᩎ㭎䥓핒㙞ꙶ蒑춉腑蕛뤰ɾ퍔屢我国实际｜暋몏艏啛豕葎멧䍓핏�鱒㙞�
	492．试论述比较法学方法论与法学研究方法的联系和区别。
	493．联系实际｜暋몏梗扏鵬핬뭖ﵶ著逸ⱨ㱜䀰�
	494．试论述：什么是社会事实命题？德沃金是如何批判该命题的？
	495．论述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及法律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意义。
	496．试论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与第乜瑎멧䌰�
	497．霍姆斯在其论著《普通法》中阐述:“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暀屦在于经验。”试结呜扎ⵙᙑ睏卛麍斖႑쩙艏啴ډ��皋ٵ�
	498．结呜扛麖䗿屦论述权力制约的法治原则及坚持这一原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意义。
	499．法与民主政治的一般关系。
	500．豜抌屢你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理解。
	501．从立法、执法、司法的角度｜暋몏䍒魒㙾ꙶ葬핬뭓齒ᤰ�
	502．从法的本质和特征方面论述法的局限性。
	503．结呜扛麖䗿屦论述法律意识的作用及其对实现法治国家的意义。
	504．根据法律规则的分类理论｜暋ݑ祈ஏ⒘祬핟讉쑛驔ќ幎蹎쁎䡬핟讉쑒᧿癒ꁎ٧逰�
	5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载:“是编修订大旨折衷世界各国大呜晎䮂澉쐀ⱑ粑잏텎ᙧe끎䭛暋屦聜晎쵎ൢ㹎乢ᅖﵓ虎ᙶ뽎䭹㱥奬ᅠ씠ᴰɮէ⭏譙Ѵٙᙧ敬핎ⱖﵖ逸屴法之间关系的原则｜晛漏蹟华ⵖﵶ葬핟譹ﭩ൧屴哪些启示？
	506．杜瑶葬핟譾콭乛晛暀Վ㭟ᨠᱬ핟譶葎㱜ㅦ⽎㩎虹㹏ᩒ⥶쩶葧Y❓ᘰȠᶋ큵⡬핟譎㱶葴ڋ멒٧邏��葔⭎䥓쩛塗⡶蒕頰�
	507．怎样理解在法的实施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508．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化的方法
	509．“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晓ᚉ�︰ɾ퍔屢我国实际｜暋몏ﵛ뙝屎메塞鑟卑睙ݠ㝶葬핬뭠ᵾ�
	510．如何把握法与正义的关系？
	511．论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
	512．西方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及分析法学派都对法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暋핒٧過䯿屦并说明应如何认识法的本质。
	513．身居英国的中国人张某｜暖읏捿蹖﵎멾ꙿ㩞♫퉔셒ぎⵖ﷿屦并卖给正处在中国的法国人雅克。请运用法律对人效力的四种原则｜晒ْ⭒٧遗⡎ൔ屦原则下｜晎ⵖﵬ핛漏એ屴人是否适用的效力。｜扬ᩎએᙖ﵎멞癥ᙎꑲ祧䍎ຌ䅑䵧䏿屴
	514．论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及其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意义。
	515．论述法律至上的法治观点及其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意义。
	516．如何正确认识法的作用？
	517．试述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518．请分析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519．近年来｜暖轷䁛復둒魠偠ᙎ譎貁傍█䱎㩶葏鵬핛ꅒś撚쵙❑ꑐ䞕ᥨ䡶葾ꁫ捻䥣ꩥ뵶葛麈䳿屦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实现公平正义齐头并进｜晟灦㹎虏鵬핬뭖ﵦ⽎N⩼ﭾ�ର�
	520．试述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
	521．“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暂潬핦⽞㡬뭎䭒䵣퀰Ƞᶋ몏潬핶葨ݑ웿屦并结呜扛麖䗿屦豜抌屢如何打造良法。
	522．杜瑎몋ᱺ车⽫捎䥶蒄饷㱞̠᷿屦请围绕这句话,豜抌屢你对“正义”的理解。
	523．什么是秩序？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晙艏啞喙쭬핟譹迿�
	524．联系实际｜暋몏ᅖﵹ㹏ᩎ㭎䥬핬뭞懲빗⡧葞啕㹏ᩎ㭎䥔貌ၹ㹏ᩎ葏�鱏屵⠰�
	525．试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526．试述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527．从我国国情出发｜暋햏ⵖﵳ끥ὶ葬핬뭗逸ⱓ齒ᤰ�
	528．联系实际｜暌屢豜扟华ⵖﵺ쭬핶著逸ⱓ齒ᤰ�
	529．你认为自然法的理论史可以被划分为哪些不呜晥ὒቒٶ葨ݑ왦⽎쁎䣿�
	530．请指出下列事项各属于法律关系客体的哪一种：
	531．分析观点“司法独立原则意味着司法不受监督”。
	532．在2018年｜晧��멬ᅬ햖打灓터ੑ獎蹒ꁟ㩔貉쒃Έ셒⑥蝎暑쩬햋ٶ董ݛﱡྉ섰ରʀ呼ﭢᅖﵶ葓핛麍屦结呜扬핟讋몋셓齴ۿ屦论述释法说理的内涵及目的。
	533．论法律责任的免责情形。
	534．联系我国实际｜暋핎칺쭬픰Ţ杬핔豓행퉞ꚋ몏䍒⥏�鱶葬핬뭓齒ᥓ쩑癗⡹㹏ᩎ㭎䥬핬뭞懲빎葡ཎ䤰�
	535．联系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暋몏핟讉쩶葟얉腠✰�
	536．论法律责任的承担原则。
	537．试论法的实施的要素与条件。
	538．如何理解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539．请结呜扬해ٛ晔豛ꩬ핛晓齴ۿ屦论述人权的内涵以及人权保障在我国宪法中的体现。
	540．类比推理属于内部证成还是外部证成？原因是什么？
	541．法律职业伦理的特殊性与意义。
	542．联系人体器官的属性论述法律关系客体中的“物”的特性。
	543．近年来｜晑桖ﵫ콞瑓텵꒐ᩎ譥䔀㐀すᩎލ矿屦近10万人死亡。司机的酒驾、超载和超速驾驶｜暈䱎멥왾ꉾｰ潶萠ᱎⵖﵟྏ잚沍ᵻ䦈䱎㪐ﵦ⽛ﲁ꒐ᩎ譥䕓텵ὶ葧�춉腓齖�
	544．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晞皖႑쩬핬뭶葎�
	545．“法律必须被信仰｜晔♒ᥛ荜ٟ扔屦虚设”。豜扎�屢对该法律名言的理解。
	546．试论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547．联系实际｜暋몏ᅖﵹ㹏ᩎ㭎䥬핬뭞懲빗⡧葞啕㹏ᩎ㭎䥔貌ၹ㹏ᩎ葏�鱏屵⠰�
	548．试述法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549．试论述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法治资源。
	550．试述法律责任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551．试述人权的法律保护问题。
	552．我国现行《刑法》第316条规定：“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晙Ѐ㕞瑎୧屴期徒刑或者拘役。”张某实际并未犯罪｜晏䙦⾈ꮉ왎㩲꽿橚챵酎몀屦关押｜晔큢ၒ龁㆐̰ɔ屦一法律第1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晏�ꑎ멬ᇿ屦根据宪法｜映☠♒㙛驧ⱬ픰Ƞ�
	553．试论述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法律责任之间的逻辑关系。
	554．联系当前实际｜暋몏끎핬뭞钐畟ꩶ著逸ⱓ齒ᤰ�
	555．试论述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556．试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杜瑔鬰�
	557．结呜扶獛鹏讋몏텢联豬핟譎貀Վ䮕葑獼אּ�
	558．所谓法律的认可｜晛麖䕎ੜㅦ⽏罟靹㹏ᩳ끛塶葎恠睧屴法律效力。认可杜瑎⑹쵼筗诿ᩦ㪋ꑓພ�㪋ꑓɔ屦时｜晬핟譮੮遧屴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这两个类别。
	559．你认为规则和原则之间的不呜晧屴哪些？基于这些不呜替屦你认为规则和原则之间的差别是逻辑上的还是程度上的？为什么？
	560．在2011年3杜拿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晎ⵖﵲ禂特㹏ᩎ㭎䥬핟譏卼ﭝ콟扢ူʋ퍔屢这一背景｜暋몏ᅖﵹ㹏ᩎ㭎䥬핟譏卼ﭶ葎㮉腲禂牎๑蕛뤰�
	561．试述社会主义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562．公平正义是法律永恒的追求目标,关于正义的理论很多。简述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晞百퍔屢其中的原则或原理｜暔衛異ᅖﵹ㹏ᩳ끗⡛塗⡶葑汞獫捎䦕飿屦可以杜瑔魐ᾒ瑎䭙ӿ�
	563．“什么是法”的问题｜晦⽬해ٛ晶葨㡟쎕顎䭎0ɛ參擿屦法学界存在一种观点｜晓猠ᱠ癬핎Ꙭ픠ᴰʋ�
	564．试述法治与社会自治的关系。
	565．结呜扢ᅖﵶ葛麖䗿屦豜抌屢权力制约的理论及其意义。
	566．试论我国立法的民主原则与科学原则的相互关系。
	567．试述全球化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568．论法律监督的意义和作用。
	569．试论人权与国内法的关系。
	570．与“法无禁止即可为”相对应的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暏�춈梏癛鹦⽗⢉㹞ɗ㩎㭏卶葔屦时｜晛麗䱥㽧䎏�䱦湶蒖偛騰�
	571．“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暂潬핦⽕葬뭎䭒䵣퀰Ƞᶋ몏潬핶葨ݑ웿屦并结呜扛麖䔀Ⲍ屢豜扙艏啢厐₂潬픰�
	572．杜瑎몋ꑎ㫿ᩙᚐ셢ၟ앱㙓Ք⭎N⩑薐셢ူɏ悋ꑎ㪏�춋핫捸湔㩎쁎䣿�
	573．在我国古代｜晬핎๒ᅦ⾐᩵⡶萰ɳ끗⡎쵧屴人认为｜晬핶葏屵⡜ㅦ⽠婲꽿檀ʋ恾퍔屢法对人的规范作用对这一认识作出评价。
	574．请比较法律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这对概念｜晞癎ᒋ๛荎ҁ⡬핟譛麍葡ཎ䧿�
	575．结呜执屴关法的理论与实际｜暋몏핟譧䍒⥎핟譎䥒ꅎ䮕葑獼אּ�
	576．如何理解法是理与力的结呜拿�
	577．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暉脠ᱦꁬ쵓텣╬핬뭗⡖ﵛ뙬뭴ٔ豹㹏᩻ꅴَ蒑춉腏屵⣿屦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ŧ䍚ǿ屦保证人民依法享杜瑞罬�䍒⥔貁ㄠᴰɾ퍔屢我国实际｜暋몏华ⵖﵬ핬뭗⡹㹏ᩬ뭴َ葏屵⠰�
	578．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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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秦朝的鬼薪适用于男犯｜晛荶葒ᅧ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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