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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5/2021_2022__E6_AD_A6

_E6_B1_89_E6_96_87_E9_c80_115801.htm 练习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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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题1分，共13分） 1．世

界上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是( )。 A．英国 B．法国 C．德国 D

．美国 2．我国现行宪法规定，(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

度。 A．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B．社会主义制度 C．无产阶级专

政制度 D．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3．权利和义务的根本

区别在于( )。 A．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 B．权利是与

生俱来的，义务则是由法律规定的 C．权利对于一切人都是

平等的，义务则因人而异 D．权利应当享有，义务可以放弃 4

．“十恶”首次规定于( )。 A．《晋律》 B．(魏律) C．《唐

律》 D.《北齐律》 5．将廷尉改为大理寺是在( )。 A．秦代

B. 晋代 C．北齐 D．北宋 6．西周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区分

为( )。 A.非眚与眚 B．非终与唯终 C．误与故 D．不端与端

为 7．《唐律疏议》指的是( )。 A．《武德律》 B．《贞观律

》 C．《永徽律》 D．《开元律》 8．编敕作为一种重要的法

律形式形成于( )。 A．隋代 B．唐代 C．宋代 D．明代 9．中

国古代的充军刑创设于( )。 A．两晋 B．唐代 C．宋代 D．明

代 10．元代中央主审机构是( )。 A．枢密院 B．大理寺 C．

审刑院 D．刑部 11．汉《九章律》增加的三篇是( )。 A．杂

、兴、厩 B．户、兴、厩 C．户、兴、囚 D．户、兴、讼 12

．在秦代“子盗父母”、“父母擅刑”属于( )。 A．公罪 B．

私罪 C．公室告 D．非公室告 13．清代中央的 司法 主审机关



是( ) A．大理寺 B．刑部 C．法部 D．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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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每小

题1分，共9分） 14．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各级

人大代表应对( )。 A．选民负责 B．公民负责 C．原选举单位

负责 D．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15．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必

须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的职务有( )。 A．自治

区主席 B．自治州州长 C．自治县县长 D．民族乡乡长 16．

依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我国公民的诉愿权包括( )。 A

．批评、建议权 B．申诉、控告、检举权 C．取得赔偿权 D．

集会、游行、示威权 17．我国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

的原则，其中实行直接选举的包括( )。 A．设区的市的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B．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C．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D．乡、民族乡、镇的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18．我国宪法规定的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的职务有( )。 A．国家主席、副主席 B．国务院总理、副总理

、国务委员 C．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D．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 19．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

权包括( )。 A．行政 管理 权 B．防务权 C．立法权 D．独立

的 司法 权和终审权 20．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 A．议会

主权原则 B．法治原则 C．基本人权原则 D．权力制约原则

21．我国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利包括( )。 A．人身自由不

受侵犯 B．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C．住宅不受侵犯 D．通信自由

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22．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要向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负责，其表现是( )。 A．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

告工作 B．最高人民法院必要时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



C．接受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质询 D．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未决个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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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将字母B涂黑。每小题1

分，共18分） 23．马克思曾经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

权利的纸。 24．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现行宪法总的指导 思想 。

25．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修改和解释宪法。

26．成文宪法是英美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是资产阶级

为了保障人权、确立新的自由主义政权体制而制定出来的。

27．宪法是宪政的前提，但有宪法却不一定有宪政。 28．宪

法的修改方式包括全面修改、部分修改、宪法解释和无形修

改。 29．国家元首不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个人，而是一个国家

机关。 30．我国宪法规定，审计机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

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31．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是没落

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挽救其统治的重大措施。 32．“廷行事”

是秦代 司法 机关判案的成例，可作为同类案件判决的依据。

33．为责成官吏奉公守法，唐律规定官吏犯“公罪”从重处

刑。 34．中国封建时期的五刑制度是在隋《开皇律》中正式

确立的。 35．《法经》中的“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法律原

则的规定，相当于后来的名例律。 36．清代的秋审主要是对

刑部判决的重案以及京师附近的绞、斩监候案件进行的复审

。 37．《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实行总统制共和

政体，以其为基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规定实行

总统制政体。 38．清末《十九信条》的实质在于缩小皇帝权

力，扩大国会和内阁总理的权力。 39．南京国民政府注重成

文法制定，普通法与特别法并存，实行普通法优于特别法原



则。 40．《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确立边区、县、乡人民代

表会议为 管理 政权机关，开始由参议会过渡为人民代表会议

制度。 四、简答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每题5

分，共15分） 41．简述法的指引作用的种类。 42．简述法律

制定的特征。 43．简述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及其要素。 五、

分析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每题10分，共30分

） 44．一男子驾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住，警察查明驾车人因要

将其突发急病的邻居送往医院抢救而闯红灯。对此行为之性

质与法律责任，两警察持不同意见，警察甲认为任何情况下

违反交通规则均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警察乙则认为驾车人

为抢救病人，违反规则实出于不得已，因而不应受处罚。请

对两警察在法律推理方式上的区别作出分析。 45．我国宪法

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

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请分析该余文的含

义。 46．《唐律疏议名例》中说：“诸八议者，犯死罪者，

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

一等。⋯⋯诸犯私罪者，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

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当

”。请就此予以分析。 六、论述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

位置上。15分） 47．试从立法与司法的综合角度论述法制的

统一性。 (答题要求：(1)准确把握论题；（2）说理充分，条

理清楚，逻辑严密，结构合理；(3)文字精练，语言流畅；(4)

不少于800字。) 练习三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 2、B 3、A

4、无《开皇律》 5、C 6、A 7、C 8、C 9、D 10、D 11、B 12

、D 13、B 二、多项选择题 14、AC 15、ABC 16、ABC 17

、BCD 18、ABC 19、ACD 20、BCD 21、ABCD 22、ABC 三、



判断题 23、B 24、A 25、B 26、B 27、A 28、B 29、A 30、B 31

、B 32、A 33、B 34、A 35、A 36、B 37、B 38、B 39、B 40、A 

四、简答题 41、答：指引作用是指法（主要是法律规范）对

本人行为起到导向、引路的作用。其对象是每个人自己的行

为，法的指引是一种规范指引，它不同于个别指引。可以分

为： （1）确定的指引和有选择的指引。 （2）羁束的指引和

非羁束的指引。 （3）原则的指引和具体的指引。 42、答：

法律制定是指有法的创制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

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补充、修

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

门性活动。有以下两个特征：是国家机关的专门活动，是国

家机关实施其职能的活动；是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

活动。 43、答：法律规范是一种特殊的、逻辑上周全的规范

，其逻辑结构是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要素构成。假定是

指适用行为规范的情况和条件，也就是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

，这一规则生效。处理是指行为规范的具体规定，它指明该

项法律规范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允许人们做什么、禁

止做什么和要求做什么。制裁是指违反该项规范时国家将采

取的强制措施。 五、分析题 44、答：法律推理的基本方法有

： （1）演绎推理的方法，也叫三段论推理的方法。 （2）归

纳推理的方法。 （3）辩证推理，其中辩证推理的方法又包

括：①类比推理；② 司法 解释；③论辩；④劝说；⑤推定、

拟制。 本案中第一个警察用的是演绎推理的方法，由一般到

特殊的推理，多为制定法国家采用。第二个警察的方法实际

上就是用了辩证推理的方法，其不仅考虑了法律上的规定45

、答：这条规定了我国司法独立的原则。人民法院是我国的



审判机关，其组织系统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和专门人民法院。法院审判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以保证司法公正。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审判不

受任何监督，其中最高人民法院要对最高国家权利机关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要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

告工作。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还要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

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也要监督下级人民

法院的审判工作。 46、答：这是唐律中规定的贵族、官僚犯

罪减免原则。包括议、请、减、赎、官当等。议，即八议，

是对八种特权人物犯死罪，在审判处罚时适用的特殊程序。

司法机关不得直接审判，只能将其罪状和身份情况上报中央

，由皇帝召集朝臣共同议定，决定如何处罚。议的结果，多

数死罪都能得到赦免，降为流刑。 请，是奏请皇帝进行裁决

的特殊程序，适用于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八议者期亲以上

亲属和五品以上官员，犯死罪者上请皇帝裁决，流罪以下，

例减一等。 减，是减一等刑罚，应“请”者的亲属和七品以

上官犯流刑以下罪，可以减法定刑一等处罚。死罪则依法定

刑罚处罚。 赎，是以铜赎罪，适用于应“议”、“请”、“

减”者九品以上官犯流罪以下者。 官当，即以官品或爵位折

抵徒、流两种刑罚。 六、论述题 47、答：法制统一原则是现

代社会法治国家所共同提倡和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首先是

合宪性原则，即一切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非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制定，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或者不违背宪法的规

定。其次是在所有法律渊源中，下位法的制定必须有宪法和

上位法作为依据，该下位法不能具有法律效力。最后，在不

同类法律渊源中、同一类法律渊源中和同一个法律文件中，



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得相互抵触。第四，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

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得冲突、抵触或重复，应该相互协调和补

充。 立法活动要遵守宪法，维护法制统一，这是维护和保障

立法合法性的重要原则。一个国家的立法只有建立在维护法

制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立法活动中最

重要的就是注意到上下级层级的法律效力问题。表现为上级

对下级的监督以及下级组立法时对上位法律的遵从。 司法中

，强调司法独立，不仅对于保证司法的公正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对于法制统一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关于司法独立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内容： （1）司法权的专属性。 （2）行使职权

的独立性。 （3）行使职权的合法性。 另外，提高审级对于

法制统一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很多问题在一个法院中解

决有助于法律的统一解释和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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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