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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入学联考专业基础课试题刑法学部分一、单项选择题(每

小题1分，共20分)1．如果某犯罪案件不是发生在中国领域，

且该案犯罪人不是中国公民、被害人也不是中国国家或者中

国公民，但中国对此案仍能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是基于:A．

属地管辖原则B．普遍管辖原则C．保护管辖原则D．属人管

辖原则【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普遍

管辖原则的适用。《刑法》第9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这是我国刑法对普遍管辖原则的规定。在刑法空间效力原

则中，普遍管辖原则处于补充地位，只有针对少数国际犯罪

，不能适用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时，才能适用普

遍管辖原则。本题中，题干所给条件“如果某犯罪案件不是

发生在中国领域，且该案犯罪人不是中国公民、被害人也不

是中国国家或者中国公民”，这就显然排除了属地原则、属

人原则、保护原则的适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刑法行使刑

事管辖权时，只能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所以，本题的正确答

案是B。【考生注意】许多考生对普遍管辖原则的具体含义并

不清楚，教育部考试中心所著的《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入学联考考试大纲解析》中第13页对普遍管辖原则进行

了论述，对此考生应予注意。2．下列做法中不违背罪刑法定

原则要求的是:A．重法效力溯及既往B．法律规定不确定的刑



罚C．适用行为后的轻法D．适用类推解释【答案】C 【考点

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刑法

》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

得定罪处刑。”目前，世界各国刑法奉行的大多均为相对罪

刑法定原则，而非绝对罪刑法定原则。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

派生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有罪

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一）罪刑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加以明

文规定，不允许法官的擅断；（二）罪刑实定化，即对构成

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具体法律后果，刑法应作出实体性的规

定；（三）罪刑明确化，即刑法的条文必须文字表达确切、

意思清楚，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本题中，选项ABD都

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只有选项C“适用行为后的轻

法”即轻法的溯及既往，为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所允许，所以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3．甲教唆乙在某学校食堂的面粉中

投放“毒鼠强”一包，造成数十人中毒死亡的结果。法院认

定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甲的行为具备:A．标准的犯罪构

成B．复杂的犯罪构成C．基本的犯罪构成D．修正的犯罪构

成【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构成

的分类。根据犯罪构成的形态特点，犯罪构成可以分为基本

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符合

刑法条文关于某种犯罪的完成形态规定的犯罪构成。修正的

犯罪构成，是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标准，根据故意犯罪在

行为发展阶段可能出现的预备、中止、未遂等不同表现形态

，以及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共同犯罪人的不同情况下，对基本



犯罪构成中个别要件的具体要求作相应的修改或者变更后形

成的犯罪构成。也就是说，修正的犯罪构成，是指预备犯、

未遂犯、中止犯等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和共同犯

罪中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等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构成

。本题中，甲作为教唆犯，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所符合的犯

罪构成就是修正的犯罪构成，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4

．甲于夜晚在一条封闭的高速公路上驾车正常行驶时，乙突

然翻越护栏横穿公路，甲刹车不及将乙撞死。交警认定甲的

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下列说法中，不应当作为交警认定

依据的是:A．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

果关系B．甲的行为不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缺乏构成交通肇事

罪的客观要件C．本案属于意外事件D．甲对乙的死亡结果没

有罪过【答案】A【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

构成共同要件。在本题中，交警之所以认定甲的行为不构成

交通肇事罪，是因为甲的行为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即其主观上没有罪过，在客观上甲的行为不违反交通法律

法规，缺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但是甲的行为与乙

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5

．甲明知自己的枪法很差，但为了杀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遂从100米外向乙开枪，没想到居然打中了乙，致乙死亡。

此案中甲杀害乙的罪过形式是：A．直接故意B．间接故意C

．疏忽大意的过失D．过于自信的过失【答案】A【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直接故意的认定。所谓直接故意，

是指明知自已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结果发

生的主观心理态度。本题题干中，甲“为了杀乙”一语，其

实已经十分明确地表明了甲的主观心理态度中的意志因素，



即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造成乙死亡的结果，而题干中所给出

的“甲明知自己的枪法很差”、“从100米外向乙开枪”等，

都是主观心理态度的认识因素，只不过是表明甲明知自己的

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不是甲明知自己的行为

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区分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

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关键在于行为人的意志因素

，而非其认识因素，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考生注

意】对于类似于本题的通过案例判断行为人的罪过形式的问

题，考生往往感到无从下手。其实，只要真正理解我国刑法

的罪过理论，明辨不同罪过形式之间的区别，此类题目还是

不难正确回答的。另外，要提醒考生的是，回答本类问题，

一定要认真审题。题目中一定有非常明确指向正确答案的线

索和关键词，对这样的线索和关键词，考生一定要敏感。找

到这样的线索和关键词后，再结合考生已经掌握的罪过理论

，正确回答本类问题并不困难。6．甲因遭丈夫乙的虐待而被

迫离家独居。某日某女儿丙（13岁）来看望甲，甲叫丙把家

中的老鼠药放到乙喝的酒中。丙按甲的吩咐行事，致乙死亡

。对此案，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A．甲、丙构成共同犯罪B

．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C．甲是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D．甲

单独构成故意杀人罪【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共同犯罪的主体特征。在本题中，丙只有13周岁，

按照刑法规定，不能承担刑事责任，所以也就不能和甲一起

构成共同犯罪，因而选项A C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在本题中

，甲是间接实行犯，丙不构成犯罪。甲要丙把老鼠药放到乙

喝的酒中，这样，甲的行为只侵害了乙的生命权，并不危害

公共安全，所以，甲的行为行为为故意杀人罪，不是投放危



险物质罪。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7．下列关于刑法中

法条竞合关系的表述，错误的是：A．法条竞合关系的表现

形式之一是一些条文之间在内容上存在交叉关系B．对法条竞

合关系的处理原则是，在一般情况下依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

法条的原则，适用特别法条C．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之间

存在法条竞合关系D．行贿罪与受贿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

系【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条竞合

的含义。法条竞合，通常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因刑事立法对法

条的错综规定，导致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其内容

上发生重合或交叉的情形。法规竞合的基本特征在于：行为

人以一个犯罪行为触犯的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数个罪名之间存

在重合或交叉关系。对法条竞合关系的处理原则是，在一般

情况下依照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适用特别法条。

在本题选项CD中，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之间显然存在法条

竞合关系，而行贿罪与受贿罪之间根本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它们之间只是对向关系。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

考生注意】法条竞合是2006年考试大纲新增加的知识点，对

此，考生应予特别注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