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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之法理学考研精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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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真题汇编 

1．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 1994、1997-2004、（回忆版）2010-2011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二、2024年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资料 

2．《法理学》考研相关资料 

（1）《法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法理学》简答题精编。 

②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法理学》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2）《法理学》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641 法理学之法理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641 法理学之法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641 法理学之法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4．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 电子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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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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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5．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初试参考书 

周旺生《法理探索》 

周旺生《法理学》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法学院：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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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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备考信息 

 

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周旺生《法理探索》 

周旺生《法理学》 

 

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法学院：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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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641 法理学历年真题汇编 

 

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 1994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青岛金а榜华研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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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 1997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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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 1998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青岛金ё榜华研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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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 1999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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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核心题库 

 

《法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1． 简述法律部门的概念和特点。 

【答案】法律部门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一国现行全部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第一，构成一国

法律体系的所有部门法是统一的，各个部门法之间是协调的。比如我国法律部门，都是统一于宪法基础之

上的。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和谐有序的法律体系。第二，各个法律部门是相

对独立的，它们之间的内容是有区别的。如果内容相同，那就不能称为不同的法律部门了。第三，各个法

律部门的结构和内容基本上是确定的，但又是相对的和变动的。由于人们掌握的划分部门法的原则和标准

不完全相同，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法律部门及其结构和内容的变动就是不可

避免的。第四，法律部门既有客观基础，也有主观因素，是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客观生

存和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主观愿望的建构。一方面，作为人类的法律调整活动，法律的制

定和实施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法律部门的划分也确实离不开客观的社会关系，它有客观的基础；另一方面，

法律毕竟是人们尤其是立法者主观活动的产物，法律部门的划分又带有主观的因素。所以，对于法律部门

的划分，虽然有着客观的基础，但是最终还是人们主观活动的产物。 

 

2． 法律正义的成因包括哪些内容？ 

【答案】首先，法需要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目标； 

其次，正义可以作为评判法之良恶优劣的标准； 

再次，正义观念是促进法的进步性变革的经常性力量； 

最后，正义是法之缺失的一个重要弥补者。 

 

3． 简述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答案】法律意识与构成一国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存在密切的联系。 

首先，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作为法律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共同的经济基础的制约。经济基础

的决定作用表现在经济基础决定着法律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发展变化；当根据法律意识建立的法律制度不符

合社会经济基础的需要时，它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或迟或早要被适合经济基础的法律制度所代替。 

其次，法律制度是根据法律意识建立的。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而法律制度形成之

后又对法律意识起着积极的作用。当然强调法律制度是根据法律意识建立的，并不否认法律制度归根到底

依赖于经济基础，而是表明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现象区别于经济基础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根

据人的意识建立的，而经济基础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把这两类关系混淆起来，认为法

律制度像经济基础一样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认法律制度是根据法律意识建立的，或者因为法律

制度是根据法律意识建立的而否定它们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 

最后，法律意识是一国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制度是由现行法、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构成的。

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不仅仅属于独立于法律制度而存在的思想上层建筑领域，而且体现在现行

法和渗透到法律调整中，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过程中，都不可能离开法律意识的作用。所以，法律意识

是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4． 为什么说法律关系是一种思想社会关系？ 

【答案】（1）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所结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之所以是思想社会关系而

不是物质关系就在于它的形成和实现，都要通过人们的意志行为。 

（2）任何法律关系，都是根据法律的规定，由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某种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如果没

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就不能产生某种具体的法律关系。而法律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

那么任何一种法律关系就必然体现这种意志。所以法律关系和国家意志是分不开的，是国家意志的一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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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形式。 

（3）每一种法律关系，通常总是通过参加者的意思表示而产生，例如购销、借贷、赠与、遗嘱等，

都必须有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才能产生具体的法律关系。虽然有些法律关系的产生并不通过参加者的意思

表示，但是法律关系的实现却要通过参加者的意志，例如诉讼。因此，一切法律关系，无论其形成时是否

通过其参与者的意思表示，其在实现时都要通过法律关系参加者相应的意思表示。 

（4）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意志要受法律制约。如果法律关系参加者违背法律规定，那么

这种关系不仅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其可能导致因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当事人的意志必须

符合国家意志，才能产生合法行为。 

 

5． 简述依附理论对于全球化的看法。 

【答案】依附理论将全球视为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存在中心和边缘，全球化对于处于中心和边缘

的不同国家而言，其效果存在巨大的差异。不能孤立地考察每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为不发达国家

的发展总是和发达国家的统治者、国际垄断集团的决定直接相关。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第三世界国家发生

的市场导向的法律改革的根本目的，只是改变法律环境，争取发达国家更多的投资，使自己获得发展。但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这种发展最终使中心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且这种改革代价高昂，已经给这些国家带来

了沉重的外债负担，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它们对跨国资本的依赖。 

 

6． 如何理解法律调整的专门法律机制？ 

【答案】（1）法律调整的专门法律机制是从法律运作的专门法律手段方面所作的考察。法律调整机

制是用来保证对社会关系实现有效法律影响的各种法律手段的系统。这些专门法律手段包括法律规范、法

律关系、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法律诉讼、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是法律得以调整主体意

志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工具。 

（2）法律调整机制的概念不仅使我们把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手段集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

来加以描绘，而且能以“运作着的”、动态系统的形态来认识这些法律手段，说明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

制约，说明每个法律手段在整个“机制”中的地位、职能作用，说明从法律方面达到立法者提出的目的的

能力、效果。 

（3）与法律调整的三个阶段加一个机动性阶段相适应，法律调整机制的要素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和一

个机动性要素，即现行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实现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和法的适用。 

（4）法律调整的基本阶段中出现的基本要素，与其他法律工具相结合，又构成法律调整这个大系统

的四个子系统。在每一个子系统中的各种法律手段都在统一和相互联系中发挥职能。各个子系统共同构成

法律调整的整个系统、整个机制。 

 

7． 简述两大法系的特殊法律分类方式 

【答案】西方两大法系根据其历史传统的不同将法律分别区分为公法与私法、普通法与衡平法。 

公法与私法的分类源于古罗马法，它是在民法法系中适用的一种法律分类。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

出，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现代西方法学著作认为，公法主要调整国

家与普通个人之间的关系，私法主要调整国家的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宪法、刑法、行政法属

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在当代，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兼备公法和私法特征的法律，如

经济法。 

普通法与衡平法是普通法法系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这里的普通法，不同于前文所讲的法律的一般分

类中的普通法概念，而是专指英国在 11 世纪后由法官通过判决形式逐渐形成的适用于全英格兰的一种判

例法；衡平法是指英国在 14 世纪后大法官根据公平主义原则和规则对普通法的修正和补充而形成的一种

判例法。今天，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也适用这种分类。 

 

8． 简述实行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的意义。 

【答案】实行这项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实行这项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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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易的前提是经济主体地位平等，意志自由。只有主体之间平等、自由地竞争才有市场经济的存在与

发展。平等地适用法律是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公平竞争的基础和保障。其次，实行这项原则是建设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在民主政治中，公民是社会的主体和国家的主人，所有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及法

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相同的义务。在法律适用中贯彻平等原则，才能使各项公民权利得到司法保障，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再次，实行这项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必要条件。贯彻实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利于在全体公民中培养、树立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以及平等和公正精神。最后，实行这项原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按照法治原则的要求，法律应当具有普遍性，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同样的情况

受同样的对待，亦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真正树立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 

 

9． 简述哈特对奥斯丁法律观的发展。 

【答案】哈特将以奥斯丁为代表的传统的分析法学的法律观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点：“应该是这样的

法”和“实际是这样的法”的区分；对基本法律规范进行纯粹法律研究；法就是主权者的命令。对于第一

点，哈特认为是分析法学与自然法学的根本差别之一。他与奥斯丁同样坚持法与道德在逻辑上的分离，认

为“非法亦法”，但他承认法中包含着某种“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对于第二点，奥斯丁以经验实

证主义为指导思想，从经验的法律中发现概念结构上一致与类似的东西，如法、权利、义务、损害的行为、

制裁、自然人、物、行为等；哈特则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为基础，提出了主要规则和次要

规则相结合的理论。比较而言，哈特的规则理论在法律的实体内容之外还重点关注了法律的运作和发展。

对于第三点，哈特对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具有诸多缺点，如仅适用于刑法，

不能说明授予权力的情况，等等。在批评的基础上，哈特提出了法律规则的“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

认为人们对法律规则有两种观点，持内在观点的人从内心接受法律规则，并且以法律规则作为指导；持外

在观点的人并不接受法律规则，他们只是观察偏离规则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并因害怕谴责和惩罚而遵守规

则。 

 

10．简述法律汇编与法典编纂的关系。 

【答案】（1）联系：①二者都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化的方法，具有类似的目的，使得具有类似功

能的法律文件或规范集中起来，便于法律的查阅和遵守。②二者都有一定的系统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法律文件的分散性。③法律汇编可以发现某个法律部门中法律文件的空白，往往是法典编纂的必要前提。 

（2）区别：①法律汇编并不是创制法的活动，仅仅对法律渊源进行形式上的整理，不涉及内容；而

法典编纂是法的创制的形式之一。②法律汇编并不改变原有规范的内容，而法典编纂对原有规范进行了补

充或修改。③法律汇编的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仅供人们参考；法典编纂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直

接作为判决和援引依据。④法律汇编虽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法典编纂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二

者程度不同。 

 

11．简述不成文法相对于成文法的优点。 

【答案】不成文法是指由国家有权机关认可的，不具有文字形式或者虽然有文字形式但不具有规范化

条文形式的法的总称。 

不成文法相对于成文法具有以下优点： 

（1）不成文法易于适应社会现实，比较容易适应社会生活的各种状况； 

（2）不成文法没有成文法那样的文字表述，故而不存在背离立法原意的问题； 

（3）不成文法易于发挥司法官员的创造性，同时使司法官员的积极性得到更好的发挥，司法官员的

创造性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既有法律的缺陷。 

 

12．简述两大法系的主要区别。 

【答案】（1）法的渊源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正式的法的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法院的判例不是正

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在普通法系国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渊源，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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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法的分类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法的基本分类是公法和私法，进入 20世纪以后又出现了经济法、

劳动法等兼有公法和私法两种成分的法;普通法法系国家法的基本分类是普通法和衡平法。 

（3）法律编纂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基本法律一般采用系统的法典形式;普通

法法系国家，尤其是英国，一般不倾向于法典形式，它的制定法往往是单行的法律、法规。即使后来英美

法系国家逐步采用法典形式，也主要是判例法的规范化。 

（4）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不同。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奉行职权主义，具有纠问程序

的特点。普通法法系的诉讼程序奉行当事人主义，法官一般充当消极的、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法官首先

要考虑以前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的事实与以前案件事实加以比较，然后从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适用

于本案的法律规则。 

 

13．试述划分部门法的原则。 

【答案】划分部门法仅靠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这两个客观标准是不够的，还应考虑以下原则： 

（1）目的性原则。划分部门法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的全部现行法。无论怎样划分

部门法或划分多少部门法，都要考虑这一目的。 

（2）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划分部门法时应考虑到不同社会关系的广泛程度以及法律、法规的多寡。

社会关系的领域极为广泛，并非调整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法都应作为一个部门法。例如，选举法虽调整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选举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但由于我国选举法方面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还

很少，因而选举法不宜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又如，涉及经济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很多，但很难

设想凡涉及经济社会关系的都只能纳人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经济法。 

（3）适当平衡原则。划分部门法时应注意使各部门法不宜过宽，也不宜过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适

当的平衡。过宽是指划分为很少几个部门法，过细则是指划分为很多部门法。平衡是指划分部门法时要避

免出现有的部门法范围过广、有的部门范围过窄的状态。 

（4）相对稳定原则。划分部门法应以全部现行法为基础，也要适当考虑正在或即将制定的规范性法

律文件。要考虑法的稳定性，不可能总是改变部门法的内容和结构。 

（5）重点论原则。具体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规范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有些规范性法律文件从不同角

度出发，可以将它列人不同的部门法，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它的主导因素而定其归属。 

（6）辩证发展原则。部门法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要注意随着立法的发展和人们

认识水平的提高，适时地修正或发展对部门法的划分。 

 

14．简述法起源的主要原因。 

【答案】法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人类原始社会漫长的历史中，没有阶级、私有制，也

没有代表复杂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态的国家和法律。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

相互作用的产物，但这些因素又是在经济因素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相互作用的。在原始社会后期，生

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产生了私有财产，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经常性的交换成

为必要和可能。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

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的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用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

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 

除了经济因素在法的产生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外，法的产生也是当时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及生产与交换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分化，形成了

两个对抗性的社会利益集团——奴隶主阶级和奴隶。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开始利用国家和法来维护自

己的统治，这是法产生的政治根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也比以往原始社会更加复杂和增多，原始社会中的极为简单的习

惯已无法适应处理这些事务的要求，这就需要产生一种新的行为规则，即法。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的独立意识的成长也促进了法的产生。 

总之，法的产生，除了经济、政治原因外，还有人文、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原始社会的习惯转变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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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641法理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法理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简答题 

1． 为什么说法律关系是一种思想社会关系？ 

【答案】（1）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所结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之所以是思想社会关系而

不是物质关系就在于它的形成和实现，都要通过人们的意志行为。 

（2）任何法律关系，都是根据法律的规定，由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某种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如果没

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就不能产生某种具体的法律关系。而法律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

那么任何一种法律关系就必然体现这种意志。所以法律关系和国家意志是分不开的，是国家意志的一种具

体表现形式。 

（3）每一种法律关系，通常总是通过参加者的意思表示而产生，例如购销、借贷、赠与、遗嘱等，

都必须有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才能产生具体的法律关系。虽然有些法律关系的产生并不通过参加者的意思

表示，但是法律关系的实现却要通过参加者的意志，例如诉讼。因此，一切法律关系，无论其形成时是否

通过其参与者的意思表示，其在实现时都要通过法律关系参加者相应的意思表示。 

（4）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意志要受法律制约。如果法律关系参加者违背法律规定，那么

这种关系不仅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其可能导致因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当事人的意志必须

符合国家意志，才能产生合法行为。 

 

2． 简述科斯定理的内容。 

【答案】科斯定理:（1）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

都会导致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2）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

资源配置；（3）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则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

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3． 简述我国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答案】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

后果。法律责任的归责，也叫法律责任的归结，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授权的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

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 

（1）责任法定原则。要求法律责任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规定，反对没有法律依据追究行为人法律责

任的做法。 

（2）因果关系原则。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应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3）责罚相称原则。即责任与处罚相适应。 

（4）责任自负原则。要求行为人独立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5）责任公平原则。包括公正、平等地依法追究责任。 

 

4． 简述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及其“词典式序列”。 

【答案】罗尔斯的正义理念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正义原则上，其对于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是：“所有

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

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以上正义观可以具体分解为两个层面的涵义，亦即他的两个著名的正义原则，“正

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

的基本自由权利体系”。“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

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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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正义原则间的内在冲突与两个正义原则相配套，罗尔斯还提出了两个优先规则：“第一个优先

规则（即自由的优先性），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是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不够广泛的自由必须加强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的自由体系，一种不够平等的自由必须

可以为那些拥有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第二个优先规则（即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第二正义原则

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的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这有两种

情况：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一种过高的储存率必须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

的人们的负担”。  

 

5． 简述法律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答案】（1）法律的“非国家化”。越来越多的法律出自各种经济联合体、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机构。 

（2）法律的“标准化”。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的法律范本提供给各个国家作为立法的模本或参照。 

（3）法律的“趋同化”。调整同类型社会关系的法律趋于一致，既包括不同国家国内法的趋同，也包

括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趋同。 

（4）法律的“世界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有出现“全球性法律”和“世界法”的趋势。 

 

6． 简述法律规则的特点。 

【答案】与其他社会规范相比较，法律规则的基本特点主要有： 

（1）法律规则是一种一般的行为规则，它使用同一标准，对处于其效力范围内的主体行为进行指导

和评价，这一特点使它有别于任何个别性调整措施。 

（2）法律规则规定了一定的行为模式，是一种命令式的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这使它有别于不包含

确定行为方案或仅具有倡导性的口号或建议。 

（3）法律规则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具有强烈的国家意志性，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社会规

范的最基本特点。 

（4）法律规则规定了社会关系参加者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规则要求时的法律责任和制裁

措施。 

（5）法律规则有明确的、肯定的行为模式，有特殊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行为

规则。所有这些特点使法律规则具有其他调整措施所不具备的品质，成为对社会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权威

性根据。 

 

7． 简述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答案】（1）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条文所表述的法律规范的内容、含义所适用的概念、术语等的理

解和说明，其目的在于提示法律文本的含义，即法律规范中法律语言所表现的立法者的意志。 

（2）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解释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法律事实的必要途径。法律规范是抽象的行为规则，

对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作了类型化规定。要把这种类的规定适用于每一个具体的行为、事件和

社会关系，必须对法律作出解释。 

第二，法律解释是寻求对法律规范的统一、准确和权威的理解和说明的需要。法律规范是以专门的法

律概念、术语表述出来的，不易为人们所理解。由于社会主体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文化水平等特定原

因，对同一法律规范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权威性的法律解释，有助于统一人们的理解，保证法的实施

的统一性。 

第三，法律解释是弥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手段。法律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该规定的未作规定、规定不

够准确清晰或界限不明等诸如此类的法律漏洞，为了使法律规范得以实施、有效进行法律调整，法律解释

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第四，法律解释是调节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关系的媒介。要把相对稳定的法律规定适用

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实际，必须对法律规范作必要的解释，适时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和规定，对新情

况、新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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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简述不成文法相对于成文法的优点。 

【答案】不成文法是指由国家有权机关认可的，不具有文字形式或者虽然有文字形式但不具有规范化

条文形式的法的总称。 

不成文法相对于成文法具有以下优点： 

（1）不成文法易于适应社会现实，比较容易适应社会生活的各种状况； 

（2）不成文法没有成文法那样的文字表述，故而不存在背离立法原意的问题； 

（3）不成文法易于发挥司法官员的创造性，同时使司法官员的积极性得到更好的发挥，司法官员的

创造性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既有法律的缺陷。 

 

二、论述题 

9． 试论述比较法学方法论与法学研究方法的联系和区别。 

【答案】（1）法学方法论是一个典型的地域性概念，它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用语。法学方法论是对

法学方法的反思和理论化，而这里的“法学”一词主要指的是“法教义学”。考夫曼认为法教义学者从某

些未加检验就被当做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从特定国家的现行有效的实在法出发。法教义学的研究任

务是厘清有效的法律规范的内容并将其重新阐述为一个体系整体。这样，法教义学研究任务可以用两个词

标示：解释和体系化。 

（2）而中国学者提到法学方法论往往用“法律适用的方法”这个概念。舒国滢教授在介绍法学方法

时是这样阐述的：广义上讲，法学方法，包括法学建构的方法（即从某种目的出发建构法学概念和理论体

系的方法）、法学研究的方法（即正确地进行法学研究所应遵循的一套原则、手段、程序和技巧，如哲学

的方法、历史考察的方法、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社会学方法等）和法律适用的方法。从狭义上讲，

法学方法，主要是指法律适用的方法。以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规范的寻找为中心，法律适用的方法（即法学

方法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①法条的理论；②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③法律的解释；④法

官从事法的造续之方法；⑤法学概念及其体系的形成。 

（3）从上段提及法学方法的广义角度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得出法学方法论与法学研究的方法之间的

区别和联系。 

二者的联系有： 

①都是对“法律”的研究。 

②法学研究方法的成果为法律人理解法律现象和法律规范提供基础，从这一层面上讲法学研究的方法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学，从而推动法学方法论的不断完善。 

③同时法学方法论中强调的价值判断客观化要求，也有利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价值判断取舍。 

二者的区别： 

①属性不同。法学研究方法重在借助一定的方式或方法来认识、研究法学，它是围绕一个目标来展开

的，因此它具有工具性和可替代性；而法学方法论作为实在法体系相关联的，只要有实在法体系存在，它

就几乎不可能被放弃，不具有可替代性。 

②功能不同。法学研究方法的功能在于提供一套更好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好地来研究法学或认识法律

现象。法学方法论的功能主要是指它在法治实践中的功能，强调法律如何适用。包括了：a.法学方法论使

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精确化；b.可以确保平等原则的实现；c.有利于法律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监督；d.有利

于对法官的裁判事实合理的外部监 

督；e.有利于保障法治的形式品质的实现。 

③关注对象不同。法学方法论关注的就是特殊国家的实在法；法律研究方法关注的对象不限于实在法

体系，可以研究一切法律现象，包括历史中的法、别国的法、社会中的法。 

④研究目的或适用场合不同。法学方法论关注的是将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获得一个正当

法律决定的过程所使用或遵循的方法，处于法律实践领域；而法学研究方法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深

化对法律现象的认识，处于法律研究领域。 

⑤研究方法不同。法学方法论是法律人独有的方法，体系的、分析的评价方法，是对现行法的解释与

体系化工作；法律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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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对法律人来说，最根本的是法学方法论。 

 

10．结合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总体要求，谈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于推进严格司法的意义。 

【答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严格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

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实现对权利的平等保护和对责任的

平等追究。（2）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确保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

法律检验，确保诉讼当事人受到平等对待，绝不允许法外开恩和法外施刑。（3）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

作流程、工作标准必须明确，办案要严格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杜绝对司法活动的违法干预，办

案结果要经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11．试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答案】如果将民主理解为人民当家做主，那么法治只是实现民主的手段，民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将民主理解为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法治就有了独立意义，民主与法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任何

一方脱离了另一方都不可能是完善的，每一方的进步都必须借助于另一方。民主意识的增强不断促进法律

变革，而变革的法律是民主意识和民主斗争成果的确认和保障，并提供实现民主权利的程序、渠道和救济

手段。 

（1）民主对法治的积极作用 

从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来看，民主是法治的政治前提和基础。第一，现代民主国家政权的建立是现

代法治国家建设的政治前提。第二，民主的国家政权制度决定着法治的社会性质及基本内容。如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它要求法治必须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从事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实现其民主权利服务。第三，

民主政权为了实现其自身的稳固与发展，积极要求确立法治原则，这是向法治化进步的强大动力，即民主

化要求法治化，推动法治化。 

从民主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方法和机制看，民主决定着法的创制的质量。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法治要

求法律必须真正反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和完

善社会主义民主，这可以体现在法的创制活动的各个环节。第一，认识社会中的法律需要，要发扬民主，

把社会中分散的、潜在的、相互矛盾的利益要求提出来，加以讨论。第二，健全的民主程序要求立法走群

众路线，集思广益，使立法能更广泛反映人民的共同需要。第三，发扬民主，要求立法遵循严格程序，使

人民代表能切实履行职责，真正代表人民。民主促进民众权利提高，培育其守法精神，促进民众对法的自

愿遵守。民主是一所大学校，人民群众在积极的政治参与中，会逐步学会管理国家事务，也学会自我管理，

从而民众当家做主的意识和能力都会有大的提高。第一，发展民主的过程也是公民权利意识和能力提高的

过程。民主本身就是一系列政治权利，民主意识也孕育权利意识、为权利而斗争的意识。第二，民主的发

展有助于培育一种新型的公民守法精神，使其从消极被迫守法转向积极自愿守法。 

民主有助于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敦促政府机关严格执法和司法。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是政府严格守

法，而民主的扩展对于规范政府权力有积极作用。第一，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要求对权力的直接

运用者进行监督。第二，发扬民主要求国家权力的运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权力内部通过分工、制

约达到自我约束。第三，扩展社会自治，使人民群众更多进行自我管理，使国家权力的运作保持谨慎。第

四，通过政党的民主，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促进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2）社会主义法治对民主的促进作用 

民主内在地需要法治，要求法治原则贯彻于民主发展的全过程。没有法治也就没有民主，应当通过法

治来积极推动民主进程，这可能是民主化改革的一种风险较小、效益较大的方式。法治对民主的积极作用

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1）法确认人民主权原则，确认基本民主体制及其活动原则。法治对民主的作用首先就是赋予民主

一种法律上的合法性、正当性，并以国家力量维护民主制度。 

（2）法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广泛民主权利和自由，促进政治参与。 

（3）法治有助于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国家权力正确行使。民主的发展要求有效地制约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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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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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法理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简述法律监督的种类。
	2． 简述资本主义法律的基本特征。
	3． 简述法律责任的免除。
	4． 简述法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5． 简述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原则及其意义。
	6． 简述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以及其与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区别。
	7． 论述法学理论对法律职业化的贡献。
	8． 从法律意识与法律职业的关系的角度｜晻肏㹏ᩎ㭎䥬핬뭴ٟ妀뉶蒑춉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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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法的移植：经验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11．从我国国情出发｜暋햏ⵖﵳ끥ὶ葬핬뭗逸ⱓ齒ᤰ�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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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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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从立法、执法、司法的角度｜暋몏䍒魒㙾ꙶ葬핬뭓齒ᤰ�
	14．法律职业伦理的特殊性与意义。
	15．豜抌屢你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理解。
	16．如何把握法与正义的关系？


	北京大学641法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
	2024年法理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简述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意义。
	2． 简述法律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3． 简述两大法系的特殊法律分类方式
	4． 简述我国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5． 简述法律解释目标主观说的成立理由。
	6． 简述人权的概念和特点。
	7． 简述法规清理的特点和意义。
	8． 简述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9． 结呜扛麖䕎칬핎๛靥契獼ﭶ蒉퉞Ꙓ٧遬핟譏⡢ᅖﵶ葞喙쬰�
	10．请指出下列事项各属于法律关系客体的哪一种：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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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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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请结呜扛麖䖋몏汫捶葔⭎䤰šཎ䥎쩙艏啛鹳끓핑汫挰�
	13．试述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14．某民法典第1条规定：“民事活动｜晬핟譧屴规定的｜晏鵱杬핟诿᭬핟譬ꅧ屴规定的｜晏鵱李恠᭬ꅧ屴习惯的｜晏鵱杬해ذȠᵎ칬핶葮੮遶蒉퉞Ꙓ٧邋憉쑛驶葔⭎䥓쩥䡒魨㥣渰�
	14．某民法典第1条规定：“民事活动｜晬핟譧屴规定的｜晏鵱杬핟诿᭬핟譬ꅧ屴规定的｜晏鵱李恠᭬ꅧ屴习惯的｜晏鵱杬해ذȠᵎ칬핶葮੮遶蒉퉞Ꙓ٧邋憉쑛驶葔⭎䥓쩥䡒魨㥣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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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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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法理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简述不呜晬핟譑獼פֿⵛꉏ卶葲祰뤰�
	2． 简述资本主义法律的基本特征。
	3． 简述法的价值的特征。
	4． 简述全球化对法律的影响。
	5． 简述立法程序的一般步骤。
	6． 简述我国社会监督的主要形式。
	7． 简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
	8． 试述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
	9． 杜瑎몋ꑎ㫿ᩙᚐ셢ၟ앱㙓Ք⭎N⩑薐셢ူɏ悋ꑎ㪏�춋핫捸湔㩎쁎䣿�
	10．试论法的实施的要素与条件。
	11．请指出下列事项各属于法律关系客体的哪一种？
	12．请分析“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晬핟譶葏屵⡏ᩥ쩒ꁟ㫿屦聜晓բ卟띗⡑蕶葑癎홹㹏᪉쒃Ͷ葏屵⡏ᩥ쩑콟ㄠᵶ蒋픰�
	12．请分析“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晬핟譶葏屵⡏ᩥ쩒ꁟ㫿屦聜晓բ卟띗⡑蕶葑癎홹㹏᪉쒃Ͷ葏屵⡏ᩥ쩑콟ㄠᵶ蒋픰�
	13．结呜扢ᅖﵹ㹏ᩎ㭎䥬핬뭞懲빶葛麖䗿屦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及基本原则。
	14．试述全球化背景下法理学观念的革新。
	15．法的移植：经验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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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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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法理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简述法律责任的免除。
	2． 法的作用杜瑔魒ټ篿�
	3． 如何理解法律调整和法的作用的关系？
	4． 简述国际标准的法律性质。
	5． 影响法的实施的主要因素杜瑔鯿�
	6． 如何理解人权与国内法的关系？▧
	7． 简述法律自身的局限性。
	8． 简述两大法系的主要区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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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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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联系实际｜暋몏핟譛異ᅖﵹ㹏ᩎ㭎䥞ɗ㩾콭乶葏屵⠰�
	11．结呜扢ᅖﵶ葛麖䗿屦豜抌屢权力制约的理论及其意义。
	12．分析法律与市场的互换性的主要体现。
	13．如何正确认识法的作用？
	14．试论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15．法律职业伦理的特殊性与意义。
	16．分析法的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

	2024年法理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简述阿奎那对法律的分类。
	2． 法的要素与法律渊源杜瑎쁎䡎ൔ屦。
	3． 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4． 简述法律继承的根据。
	5． 简述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6． 简述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及其“词典式序列”。
	7． 简述法律监督的种类。
	8． 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现代意义？
	9． 试述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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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联系实际｜暌屢豜扟华ⵖﵺ쭬핶著逸ⱓ齒ᤰ�
	12．试论述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13．杜瑎몋屦中国进行法治建设要走政府推进型道路,也杜瑎몋ꑎ㩎ⵖﶉ膍灹㹏ᩯᒏ�譬핬뮐厍屦还杜瑎몋ꑎ㪉腢詎貀վ퍔屢起来。豜抌屢你的观点。
	13．杜瑎몋屦中国进行法治建设要走政府推进型道路,也杜瑎몋ꑎ㩎ⵖﶉ膍灹㹏ᩯᒏ�譬핬뮐厍屦还杜瑎몋ꑎ㪉腢詎貀վ퍔屢起来。豜抌屢你的观点。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晵㝎ൟ靥踀㈀㉔桜臿屦女不得早于20周岁。”某男年满21周岁未满22周岁｜晏䙣큑奄퍚媉腬䋿屦遭到家长的反对。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晵㝎ൟ靥踀㈀㉔桜臿屦女不得早于20周岁。”某男年满21周岁未满22周岁｜晏䙣큑奄퍚媉腬䋿屦遭到家长的反对。
	15．如何理解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6．试述全球化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2024年法理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简述司法民主原则的要求。
	2． 简述某些学者主张的在当代中国应该加强判例作用的理由？
	3． 简单评述“一个人只杜瑑睙ݎ虎[驶葬핟譴ڋ멷웿屦才具杜瑬핟譡ྋ옠ᴰ�
	4． 简述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原则及其意义。
	5． 简述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6． 简述法律制定的特征。
	7． 如何理解法的价值的含义？
	8． 简述全球治理的特点。
	9． 结呜扶獛鹏讋몏텢联豬핟譎貀Վ䮕葑獼אּ�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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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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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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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论述现阶段我国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与坚持党的领导、党的政策的关系。
	14．结呜执屴关法的理论与实际｜暋몏핟譧䍒⥎핟譎䥒ꅎ䮕葑獼אּ�
	15．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晞皖႑쩬핬뭶葎�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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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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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641法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
	2024年法理学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简述西方关于守法理由的各种观点。
	2． 简述法律的调整对象。
	3． 简述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4． 试述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以及它们的发展。
	5． 简述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原则及其意义。
	6． 简述执法的基本特征。
	7． 简述某些学者主张的在当代中国应该加强判例作用的理由？
	8． 简述个别性调整和规范性调整的优、缺点。
	9． 试论述比较法学方法论与法学研究方法的联系和区别。
	10．从我国国情出发｜暋햏ⵖﵳ끥ὶ葬핬뭗逸ⱓ齒ᤰ�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晵㝎ൟ靥踀㈀㉔桜臿屦女不得早于20周岁。”某男年满21周岁未满22周岁｜晏䙣큑奄퍚媉腬䋿屦遭到家长的反对。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晵㝎ൟ靥踀㈀㉔桜臿屦女不得早于20周岁。”某男年满21周岁未满22周岁｜晏䙣큑奄퍚媉腬䋿屦遭到家长的反对。
	12．联系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暋몏핟讉쩶葟얉腠✰�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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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试分析法制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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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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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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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法理学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简述人权的相对性。
	2． 简述法律责任的预防功能及其表现。
	3． 简述哈特对奥斯丁法律观的发展。
	4． 简述阿奎那对法律的分类。
	5． 如何理解法的价值的含义？
	6． 为什么说法律关系是一种思想社会关系？
	7． 简述法律事实的含义和特征。
	8． 简述我国法的制定工作的基本原则。
	10．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命题？
	11．分析法的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
	12．试论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联系和区别。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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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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