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全国法律硕士(法学)联考专业综合课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第 1～20题，每小题 1 分，共 20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

题目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1.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共同历史传统和相似表现形式的法律制度的总称，称为

A.法的历史类型 B.法制系统

C.法律体系 D.法系

2.关于法律的基本特征，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A.法律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具有程序性

B.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具有国家意志性

C.法律由原始社会的习惯演变而来，具有历史性

D.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具有国家强制性

3.一般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

A.法律调整的范围 B.法律规范的数量

C.法律制定的主体 D.法律调整的对象与方法

4.按照规则对人们行为限定的范围或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则划分为

A.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 B.强制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

C.确定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 D.调整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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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A.行为能力 B.权利能力

C.权力能力 D.责任能力

6.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自然法学派观点的是

A.法与道德之间有必然联系 B.真正的法律应与自然相吻合

C.法律的存在与法律的善恶无关 D.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

7.下列有关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表述，正确的是



A.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惩罚性责任 B.刑事责任可以是一种连带责任

C.拘留是一种刑事制裁 D.开除公职是一种行政制裁

8.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公正司法”。下列选项中，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和要

求的是

A，司法机关必须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坚持公正与效率兼顾

B.司法机关应在庭审前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认定，以保证司法的实质合理性

C.司法机关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旁听重大疑难案件审判

D.司法机关应结合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9.根据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可以把宪法分为

A.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 B.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

C.钦定宪法、协定宪法和民定宪法 D.社会主义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

10.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是

A.言论自由 B.迁徙自由

C.人格尊严 D.宗教信仰自由

11.下列关于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正确的是

A.我国采用修正案的方式对宪法进行修改始于 1982 年

B.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C.“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确立的原则

D.2004 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12.某直辖市拟将所辖的两个区合并成一个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有权批准这一行政区划变更的机关是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C.国务院 D.民政部

13.根据我国宪注和法律规定，下列关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备案的表述， 不正确的是

A.行政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B.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C.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备案

D.部门规章报国务院备案

14.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下列自然资源中只能属于国家所有的是

A.矿藏、水流 B.山岭、戈壁

C.森林、草原 D.荒地、滩涂

15.春秋时期，最早打破“不预设刑”、“临事议制”法律传统的诸侯国是

A.郑国 B.齐国

C.楚国 D.秦国

16，唐朝集中设立罪名与刑罚的法律形式是

A.律 B.令

C.格 D.式

17.首次按中央六部分设篇目的中国古代法典是

A.宋刑统 B.大元通制

C.大明律 D.大清律例

18.为了强化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宋初增设的机构是

A.大理院 B.审刊院

C.都察院 D.枢密院

19.下列关于《中华民国民法》特征的表述，正确的是

A.确立所有权神圣原则 B.规定了宗祧继承制度

C.采用民商合一的编篡体例 D.采取个人本位的立法原则

20.按照唐律的规定，下列情形的婚姻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是

A.县令甲娶其部属之女为妻 B.士绅乙娶部曲之女为妻

C.剌史丙娶其原籍民女为妻 D.民人丁娶同姓民女为妻



二、多项选择题：第 2l～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至少有两个选项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抹黑，多选、少选或错选均不得分。

21.当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同一事项上有不同规定时，法官通常遵循的原则有

A.新法优于旧法 B.实体法优于程序法

C.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D.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22.近年来，我国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具体规定，比如，对老年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应当给予便利和优惠;老年人持有效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对此，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法的自由价值

B.这些规定对于有关企业、政府及老年人均具有指引作用

C.这些在交通方面给予老年人优待的规定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D.这些规定体现了立法在老年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问题上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

23.下列选项中，具有填补法律空白和漏洞作用的法律方面包括

A.法律论证 B.法律解释

C.演绎推理 D.归纳推理

24.下列关于现代法治的表述，正确的有

A.公平与正义都是法治的基本价值

B.法治可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

C.法治要求遵循民主、科学的立法原则

D.法治意味着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据

25.下列选项中，属于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的有

A.内容的融贯性 B.程序的合理性

C.逻辑的有效性 D.结论可接受性

26.某国政府决定在实验室进行人体器官克隆研究，用于攻克某种疑难疾病。由于该国并无相关法律规定，

该决定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争论。对此，下列表述能够成立的有

A.目前人体器官克隆问题在法律上尚未规定，这正是法律滞后性的体现



B.克隆人体器官所引发的法律问题，是科技、伦理与法律紧张关系的表现

C.由此项研究引发的民事纠纷，法院可以依据道德、习惯或正义标准等裁决

D.如该国民众对此问题在道德上无法形成共识，则应立法禁止此项研究

27.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下列选项中，属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有

A.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

B.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人民政府

C.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人民法院

D.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人民检察院

28.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有权提议修改宪法的主体有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团

D.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9.下列关于晚清法律的表述，正确的有

A.晚清修律确立了四级三审制的司法审级制度

B.《大清现行刑律》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刑法典

C.《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篡体例主要仿效《法国民法典》

D.晚消修律改变了中国“诸法合体”的立法传统，初步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

30.中国法制史上出现的下列法律形式中，具有判例法性质的有

A.教民榜文 B.廷行事

C.决事比 D.则例

三、简答题：第 31~3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指定位置的边框区域内。

31.简述我国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32.简述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原则。



33.简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四、分析论述题：第 34～38小题，共 80 分。要求观点明确，说理充分。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指定位置的

边框区域内。

34.(15分)某高校新生小张在自学法理学知识后，对我国《物权法》进行了分析，并写了如下四点学习体会：

①物权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文件，从法律渊源角度分析，该法应属于我国的根本法。

②物权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因此物权法属于民商法部门。

③物权法第 10 条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从法律归责的角度理解，该条规定属于准同性法律规则(规范)。

④原建设部在物权法生效后制定和出台的《房屋登记办法》是行政法规。

请指出小张观点中不正确之处，并运用法理学知识和原理阐述理由，对不正确的观点进行改正。

35.(5分)请结合实际，论述影响法律实现的主要因素。

36.(15分)2011 年 10月，某市 F 区人大进行换届选举。5 月初，高校教师王某通过微公开其参选该区人大代

表的意愿，并公布了个人身份和简历基本情况。该条微博发布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请结合上述材料，运用宪法学知识和选举法相关规定，回答以下问题。

(1)王某参选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2)王某要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37.(15分)有人认为，言论自由只有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才需要，对其他人没有意义，也不利于社会的稳

定。请结合宪法学原理对此看法进行评析。

38.(20分)

材料一：“甲盗，赃值千钱，乙知其盗，受分，脏不盈一钱。问己何论?同论。” ——《法律答问》

材料二：“甲盗钱以买丝，寄乙，乙受，弗如盗。乙论何也?毋论。” ——《法律答问》

请结合中国法制史的相关知识回答以下问题：

(1)《法律答问》的性质是什么?效力如何?

(2)材料一中的乙有无法律责任?原因何在?

(3)材料二中的乙有无法律责任?原因何在?

(4)结合上述材料，试析秦代法律中盗罪共犯的成立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