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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大纲

希
赛
网
频
道

希
赛
网
频
道希

赛
网
频
道

希
赛
网
频
道

希
赛
网
频
道希

赛
网
频
道



2

804 法学综合课考试大纲

注意：本大纲为参考性考试大纲，是考生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第一部分 民法学

第一章 总论

（一）民法概述

1.民法的概念

2.民法的调整对象

3.民法的性质

4.民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区别

5.民法的法律渊源

6.民法的适用范围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1.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2.平等原则

3.意思自治原则

4.公平原则

5.诚实信用原则

6.公序良俗原则

7.绿色原则

（三）民事法律关系

1.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2.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及其根据

3.民事权利

4.民事权利的行使

.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

（四）自然人

1.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2.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3.监护制度

4.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5.自然人的住所、户籍和居民身份证

（五）法人

1.法人概述

2.法人的分类

3.法人的能力

4.法人的成立

5.法人的机关

6.法人的变更、消灭

（六）非法人组织

1.非法人组织概述

2.非法人组织的登记和债务承担

3.非法人组织的解散和清算

（七）民事法律行为

希
赛
网
频
道

希
赛
网
频
道希

赛
网
频
道

希
赛
网
频
道

希
赛
网
频
道希

赛
网
频
道



3

1.民事法律行为概念和特征

2.意思表示

3.民事法律行为分类

4.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

5.条件、期限

6.欠缺生效要件的民事行为

（八）代理制度

1.代理制度概述

2.代理权

3.复代理

4.无权代理

5.表见代理

（九）民事责任

1.民事责任的概念和分类

2.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3.民事责任的免除

4.民事责任的竞合

（十）时效与期间

1.诉讼时效

2.撤销权、解除权等例外规定

3.期日和期间

第二章 人身权

（一）人身权概述

1.人身权的概念与分类

2.人身权的内容

（二）人格权

1.人格权概述

2.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3.姓名权、名称权

4.肖像权

5.名誉权、荣誉权

6.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

7.人身自由权

8.一般人格权

（三）身份权

1.身份权概述

2.荣誉权

3.配偶权

4.亲权

第三章 物权

（一）物权概述

1.物权的概念

2.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3.物权的类型与体系

4.物权的效力

（二）物权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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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权变动概述

2.物权变动的要件

3.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三）所有权

1.物权变动的类型

2.所有权的类型

3.共有

4.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5.相邻关系

6.所有权的取得

（四）用益物权

1.用益物权概述

2.土地承包经营权

3.建设用地使用权

4.宅基地使用权

5.居住权

6.地役权

（五）担保物权

1.担保物权概述

2.抵押权

3.质权

4.留置权

5.占有

6.担保物权的竞合

第四章 债权

（一）债的概述

1.债的概念与特征

2.债的要素

3.债的发生

4.债的类型

（二）多数人之债

1.按份之债

2.连带之债

（三）债的履行

1.债的履行的概念和责任

2..债的适当履行

（四）债的担保

1.债的担保概述

2.保证

3.定金

（五）债的移转

1.债权让与

2.债务承担

3.债的概括移转

（六）债的消灭

1.债的消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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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的消灭原因

（七）合同概述

1.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2.合同的分类

（八）合同的订立

1.合同的订立概述

2.要约

（九）合同条款与合同解释

1.合同条款

2.合同解释

（十）双务合同的抗辩权

1.同时履行抗辩权

2.先履行抗辩权

3.不安抗辩权

（十一）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1.合同的变更

2.合同的解除

（十二）合同责任

1.缔约过失责任

2.违约责任的概念及构成

3.违约责任的具体形式

（十三）典型合同

1.买卖合同

2.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3.赠与合同

4.借款合同

5.保证合同

6.租赁合同

7.融资租赁合同

8.保理合同

9.承揽合同

10.建设工程合同

11.运输合同

12.保管合同

13.仓储合同

14.技术合同

15.物业服务合同

（十四）准合同之债

1.无因管理之债

2.不当得利之债

第五章 侵权责任

（一）侵权责任概述

1.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

2.侵权行为的分类

（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1.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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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害行为

3.损害事实

4.因果关系

5.过错

（三）共同侵权行为

1.共同加害行为

2.共同危险行为

（四）侵权行为及其责任的特殊类型

1.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与责任

2.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3.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4.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5.地面施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6.工作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7.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8.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9.医疗侵权责任

10 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11.雇佣关系中的侵权责任

12.承揽关系中的侵权责任

13.帮工活动中的侵权责任

14.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15.校园中侵权行为与责任

16.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民事责任

（五）侵权责任形式与承担

1.侵权责任形式及其适用

2.财产损害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

3.精神损害赔偿

4.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

参考书目

王利明：《民法》（第八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

第二部分 刑法学

第一章 刑法概述

（一） 刑法的概念和性质

1.刑法的概念

2.刑法的性质

（二）刑法的解释

1.刑法解释的概念和意义

2.刑法解释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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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和意义

1.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

2.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二）罪刑法定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

2.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

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

第三章 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一）犯罪概念

1.犯罪概念的类型

2.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二）犯罪构成

1.犯罪构成的概念

2.犯罪构成的意义

第四章 犯罪客体

（一）犯罪客体概述

1.犯罪客体的概念

2.犯罪客体的意义

（二）犯罪客体的种类

1.犯罪的一般客体

2.犯罪的同类客体

3.犯罪的直接客体

（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1.犯罪对象的概念

2.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关系

第五章 犯罪客观方面

（一）犯罪客观方面概述

1.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

2.犯罪客观方面的意义

（二）危害行为

1.危害行为的含义

2.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

（三）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2.因果关系的相对性

3.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性

4.因果关系的条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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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第六章 犯罪主体

（一）刑事责任年龄

1.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和阶段划分

2.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二）刑事责任能力

1.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和内容

2.刑事责任能力的程度和刑事责任的承担

（三）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1.犯罪主体特殊身份的概念和分类

2.犯罪主体特殊身份的作用和意义

3.特殊身份群体的刑事处遇

（四）单位犯罪

1.单位犯罪的概念

2.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

第七章 犯罪主观方面

（一）犯罪故意

1.犯罪故意的概念和构成因素

2.犯罪故意的类型

（二）犯罪过失

1.犯罪过失的概念

2.犯罪过失的类型

（三）认识错误

1.法律认识错误

2.事实认识错误

第八章 正当行为和紧急避险

（一）正当防卫

1.正当防卫的概念和特征

2.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3.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4.特别防卫权

（二）紧急避险

1.紧急避险的概念和特征

2.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

3.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异同

4.避险过当其及刑事责任

第九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一）犯罪既遂

1.犯罪既遂的概念和特征

2.犯罪既遂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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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遂犯的处罚原则

（二）犯罪预备

1.犯罪预备的概念和特征

2.犯罪预备行为的类型

3.预备犯的处罚原则

（三）犯罪未遂

1.犯罪未遂的概念和特征

2.犯罪未遂的类型

3.未遂犯的处罚原则

（四）犯罪中止

1.犯罪中止的概念

2.犯罪中止的类型和特征

3.中止犯的处罚原则

第十章 共同犯罪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1.共同犯罪的概念

2.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

（二）共同犯罪的形式

1.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

2.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3.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

4.一般共同犯罪和特殊共同犯罪

（三）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其责任

1.主犯及其刑事责任

2.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3.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4.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

第十一章 罪数形态

（一）罪数判断标准

1.罪数形态研究的任务和意义

2.罪数判断标准

（二）一罪的类型

1.实质的一罪

2.处断的一罪

第十二章 刑罚裁量制度

（一）累犯

1.累犯的概念和意义

2.累犯的种类和构成条件

3.累犯的刑事责任

（二）自首和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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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首

2.立功

（三）数罪并罚

1.数罪并罚的原则

2.不同法律条件下适用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规则

（四）缓刑

1.缓刑的概念和意义

2.一般缓刑

第十三章 刑罚执行制度

（一）减刑

1.减刑的概念和意义

2.减刑的条件

3.减刑后刑期的计算

4.减刑的程序

（二）假释

1.假释的概念和意义

2.假释的条件

3.假释的考验期限及其考察

4.假释的法律后果

5.假释的程序

第十四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一）危害公共安全罪概述

1.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和特征

2.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种类

（二）本章重点犯罪

1.放火罪

2.爆炸罪

3.投放危险物质罪

4.交通肇事罪

5.重大责任事故罪

第十五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一）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概述

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概念和特征

2.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种类

（二）本章重点犯罪

1.故意杀人罪

2.过失致人死亡罪

3.故意伤害罪

4.强奸罪

5.非法拘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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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绑架罪

7.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十六章 侵犯财产罪

（一）侵犯财产罪概述

1.侵犯财产罪的概念和特征

2.侵犯财产罪的种类

（二）本章重点犯罪

1.抢劫罪

2.抢夺罪

3.盗窃罪

4.诈骗罪

5.侵占罪

6.敲诈勒索罪

第十七章 贪污贿赂罪

（一）贪污贿赂罪概述

1.贪污贿赂罪的概念

2.贪污贿赂罪的特征

3.贪污贿赂罪的种类

（二）本章重点犯罪

1.贪污罪

2.挪用公款罪

3.受贿罪

参考书目

王作富主编 ：《刑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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