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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15

科目名称：法学基础课

满分：150分

民法部分

第一编民法总论

第一章民法概述

第一节民法的调整对象

第二节民法的性质

第三节民法与行政法、诉讼法的关系

第二章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平原则

第二节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绿色原则的适用

第三节公序良俗原则

第四节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民事权利概述

第二节民事权利的分类

一、民事权利与民事权益

二、绝对权、相对权

三、人身权、财产权

四、物权与债权

五、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

六、民事责任的特征

第四章自然人

第一节监护人的职责

第二节监护人的撤销

第三节意定监护的适用条件

第五章法人

第一节法人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法人的分类及其依据

第三节法人的权利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

第四节法人机关与代表的行为效力

第五节非营利法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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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非法人组织

第一节非法人组织的特征与要件

第二节非法人组织的具体种类

第七章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一节物的特征和分类

第二节无形财产等其他客体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第八章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法律行为的分类：

一、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

二、负担行为、处分行为

三、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

第三节意思表示

一、是以表示的构成要素

二、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

三、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情形

第四节无效的民事行为及其效力

第五节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种类

第六节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本节包括关于合同效力的司法解释的知识考核）

第九章代理制度

第一节代理行为的法律特征

第二节代理权的行使规则与滥用行为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的案例应用

第十章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

第一节诉讼时效的效力和适用范围

第二节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别

第二编物权法

第十一章物权概述

第一节物权的概念、性质与特征

第二节物权的客体

第三节物权的效力

第四节物权的类型

第五节物权的变动

第六节物权的保护

第十二章所有权

第一节所有权的特征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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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所有权的特别取得方式

第十三章用益物权

第一节用益物权的特征和种类

第二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节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十四章担保物权

第一节担保物权的特征

第二节担保物权的设立

第三节担保物权的效力

第四节抵押权的设立

第五节抵押权的特征

第六节权利质押的特征和类型

第十五章占有

第一节占有的分类

第二节占有的效力和保护

第三编合同与准合同

第十六章合同概述

第一节合同的特征

第二节合同订立

第三节预约合同

第十七章合同的效力与分类

第十八章债权地位转移与消灭

第一节债的转移

第二节并存债务

第十九章合同的保全

第一节债权人代位权

第二节债权人撤销权

第二十章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第一节合同解除的条件和程序

第二节情势变更规则

第二十一章缔约过失与违约责任

第一节缔约过失责任的要件

第二节违约责任的形态

第三节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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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转移财产权类的合同

第一节买卖合同

（本节包括最高法院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的知识考核）

第二节租赁合同

（本节包括最高法院房屋租赁合同的司法解释的知识考核）

第二十三章不当得利

第一节不当得利的概念与功能

第二节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第二十四章无因管理

第一节无因管理的要件

第二节无因管理与相关制度的区别

第四编人格权编

第二十五章人格权概述

第一节人身权的概念与性质

第二节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关系

第二十六章具体人格权

第一节姓名权、名称权和肖像权

第二节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三节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

第二十七章抽象人格权

第一节抽象人格权的特征

第五编侵权责任

第二十八章侵权行为概述

第一节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侵权与损害概念的区分

第二十九章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第一节归责原则的功能

第二节过错归责

第三节无过错归责

第三十章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第一节构成要件概述

第二节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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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与责任的承担

第一节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列举

第二节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节免责事由的适用

一、一般免责事由

二、特殊免责事由

第三十二章各类侵权责任的具体要件

第一节产品质量责任的特殊规定

第二节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特殊规定

第三节网络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四节高空抛物责任的特殊规定

第五节监护责任的规定

第六节物件责任的特殊规则

第七节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特殊规定

附注：考纲内容以《民法典》实施后新版为参照。

刑法部分

上编刑法总论

第一章刑法概说

第一节刑法的概念和性质

第二节刑法的制定和修改

第三节刑法的根据和任务

第四节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第二章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刑法的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节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

第四节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三章刑法的效力范围

第一节刑法的空间效力

第二节刑法的时间效力

第四章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第一节犯罪概念

第二节犯罪构成

第五章犯罪客体

第一节犯罪客体概述

第二节犯罪客体的分类

第三节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第六章犯罪客观方面

第一节犯罪客观方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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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危害行为

第三节危害结果

第四节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五节犯罪的其他客观要件

第七章犯罪主体

第一节犯罪主体概述

第二节刑事责任能力

第三节与刑事责任能力有关的因素

第四节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第五节单位犯罪

第八章犯罪主观方面

第一节犯罪主观方面概述

第二节犯罪故意

第三节犯罪过失

第四节与罪过相关的几个特殊问题

第五节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

第九章正当行为

第一节正当行为概述

第二节正当防卫

第三节紧急避险

第四节其他正当行为

第十章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一节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概述

第二节犯罪既遂形态

第三节犯罪预备形态

第四节犯罪未遂形态

第五节犯罪中止形态

第十一章共同犯罪

第一节共同犯罪概述

第二节共同犯罪的形式

第三节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第十二章罪数形态

第一节罪数判断标准

第二节一罪的类型

第三节数罪的类型

第十三章刑事责任

第一节刑事责任概述

第二节刑事责任的根据

第三节刑事责任的解决方式

第十四章刑罚概述

第一节刑罚的概念

第二节刑罚的功能

第三节刑罚的目的

第十五章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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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刑罚的体系

第二节主刑

第三节附加刑

第四节非刑罚处理方法

第十六章刑罚的裁量

第一节刑罚裁量概述

第二节刑罚裁量原则

第三节刑罚裁量情节

第十七章刑罚裁量制度

第一节累犯

第二节自首、坦白与立功

第三节数罪并罚

第四节缓刑

第十八章刑罚执行制度

第一节减刑

第二节假释

第十九章刑罚的消灭

第一节刑罚消灭概述

第二节时效

第三节赦免

下编刑法各论

第二十章刑法各论概述

第一节刑法各论与刑法总论的关系

第二节刑法分则的体系

第三节具体犯罪条文的构成

第二十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一节危害国家安全罪概述

第二节危害国家安全罪分述

第二十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一节危害公共安全罪概述

第二节危害公共安全罪分述

第二十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概述

第二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三节走私罪

第四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六节金融诈骗罪

第七节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八节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九节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二十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一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概述

第二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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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侵犯财产罪

第一节侵犯财产罪概述

第二节侵犯财产罪分述

第二十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概述

第二节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三节妨害司法罪

第四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第五节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六节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七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八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九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十节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二十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一节危害国防利益罪概述

第二节危害国防利益罪分述

第二十八章贪污贿赂罪

第一节贪污贿赂罪概述

第二节贪污贿赂罪分述

第二十九章渎职罪

第一节渎职罪概述

第二节渎职罪分述

第三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一节军人违反职责罪概述

第二节军人违反职责罪分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