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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课真题
历年考研专业课真题历年来都是考研小伙伴复习必不可少的复习资料，考生可以

通过复习历年考研真题了解考研专业课真题的题型，也可以推测下一年专业课的

命题特点以及重点题型。文都教育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很好的利用真题来复习，小

编整理了统考专业课 2000 年-2016 年的真题以及答案解析，以下是统考专业课

联考综合课真题。点击进入 2003 年考研法律硕士联考综合课真题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正确的，请在答题卡上

将正确选项的字母涂黑。每题 2 分，共 36 分）

1、把法律归结为神的意志的典型代表人物是（ ）。

A．柏拉图 B．托马斯·阿奎娜 C．卢梭 D．康德

2、有被称为法律关系客体的是（ ）。

A．物 B．原告 C．被告 D．未成年人

3、不属于法律制定程序的是（ ）。

A．审议法律议案 B．表决法律议案 C．公布法律 D．起草法律议案

4、法定免责条件是指（ ）。

A．权利主张超过时效 B．有效补偿 C．自愿协议 D．不可抗力

5、不属于法律规范作用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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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指引作用 B．评价作用 C．经济作用 D．强制作用

6、典型的不成文宪法的国家是（ ）。

A．英国 B．美国 C．法国 D．德国

7、最早写入人格尊严内容的我国宪法是（ ）。

A．1954 年宪法 B．1975 年宪法 C．1978 年宪法 D．1982 年宪法

8、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机关是（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全国人大常委会 C．国务院 D．国家民委

9、据《左传?昭公六年》载：“周有乱政，而作（ ）”。

A．禹刑 B．汤刑 C．九刑 D．吕刑

1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律为形式公布的封建成文法典是（ ）。

A．铸刑书 B．竹刑 C．法经 D．秦律

11、秦汉时期中央司法机构的长官称作（ ）。

A．大理 B．大司寇 C．廷尉 D．大理寺卿

12、中国古代把具法改为刑名并置于律文之首的法典是（ ）。

A．秦律 B．汉律 C．曹魏新律 D．北齐律

13、《唐律疏议》的重要指导思想是（ ）。

A．明刑弼教 B．明德慎罚 C．德主刑辅 D．德本刑用

14、宋朝为加强中央司法机构的控制，在皇宫中设立（ ）。



A．大司徒 B．宣政院 C．大理院 D．审刑院

15、明初皇帝朱元璋亲自制定的刑事特别法律是（ ）。

A．《大明律》B．《明大诰》C．明会典 D．《问刑条例》

16、1911 年清末政府公布的第一部专门刑法典是（ ）。

A．《大清律例》B．《大清现行刑律》C．《大清新刑律》D．《暂行新刑

律》

17、中国近代史上由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草案是

（ ）。

A．《钦定宪法大纲（草案）》

B．《重大信条十九条》

C．《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

D．《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 年）

18、中国近代史上确立“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编纂体例的政权是（ ）。

A．清末政府 B．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C．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D．中华民

国南京国民政府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四个备选项中有二至四个选项是正确的，请在答题卡

上将正确选项的字母涂黑，多选或少选不得分。 每题 2 分，共 16 分）

19、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是（ ）。



A．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 B．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

动态的宪法

C．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

D．宪法与宪政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都是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

的重要表现

20、各级人大代表受（ ）监督。

A．选民 B．选举委员会 C．原选举单位 D．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21、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下列表述哪些正确（ ）。

A．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

帮助的权利

B．劳动、受教育和依法服兵役都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C．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 D．民族自治地方的

国家机关即民族自治机关

22、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下列领导人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有（ ）。

A．国务委员 B．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C．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D．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

23、在我国制定颁布的四部宪法中，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宪法实

施监督权利的有（ ）。

A．1954 年宪法 B．1975 年宪法 C．1978 年宪法 D．1982 年宪法



24、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 ）。

A．修改宪法 B．解释宪法 C．监督宪法实施 D．提出宪法修正案

25、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

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 ）。

A．引导 B．鼓励 C．监督 D．管理

26、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下列选项中哪些自然资源不属于集体所有

（ ）。

A．森林 B．矿产 C．山岭 D．水流

三、判断题（判断下列各论断的正误，正确的将答题卡上的字母 A 涂黑，

错误的将答题卡上的字母 B 涂黑。每题 1 分，共 23 分）

27、强制性是法律固有的特性，其他社会规范不具有强制性。

28、法律作用的对象是人的行为与法律作用的对象是社会关系这两种说法

的含义是一样的。

29、在构成法律规范的条件、模式、后果等三种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

是模式。

30、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具有逻辑上的联系，追究法律责任都要通过法律

制裁。

31、法律解释的主体只能是有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32、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都是由英国学者丁?蒲莱

士最早提出的宪法分类。

33、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和改变国务院的不适

当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34、法随国家产生而产生，宪法是法，所以宪法也随国家产生而产生。

35、在我国，乡长、镇长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36、法国 1789 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

人权宣言。

37、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起点。

38、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标志。

39、按现行宪法的规定，我国公民有休息的权利。

40、西周的大司寇是周天子的“六卿”之一。

41、西周时“傅”即债券，债权人执右券。

42、“梏”是加在脚上的木制刑具。

43、决事比是汉代司法机关判案的成例。

44、三国时的《魏律》与南北朝时的北魏律均为 18 篇。

45、唐律规定死刑斩刑减一等，是减为绞刑。

46、元律规定重大案件不得夜审。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47、《大清商律草案（志田案）》共五篇，其中没有《破产律》一篇。

48、《中华民国约法》取消了责任内阁制。这一观点不错。

49、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刑事诉讼法规定对配偶不得自诉。

四、简答题（将答案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每题 10 分，共 20 分）

50、简述法律责任的分类。

51、简述我国公民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五、分析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每题 10 分，共 30 分）

52、某法学教师在课堂讲授中提出：“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律有广

狭两层含义。广义的法律与狭义的法律仅有范 围大小之别，无内容和效力之异。”

运用所学的法学理论知识，对该讲授内容进行分析。

53、有学者认为，人权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宪法说到底是人权的保障

法。试从宪法的特征和价值角度分析这一观点 的合理性。

54、阅读下面文字，分析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实质。“大清皇帝统治

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 圣尊严，不可侵犯。”“立法、

行政、司法皆总揽于统治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以保护

臣民者也。”

六、论述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25 分）

55、试论司法的中立性。


	历年考研专业课真题下载:2003年考研法律硕士联考综合课真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