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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法律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法学概念，人们尽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理解、解释和适用这一概念，

但必须准确地把握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下列关于法律体系

的表述中哪种说法未能准确地把握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 A.

研究我国的法律体系必须以我国现行国内法为依据 B.在我国

，近代意义的法律体系的出现是在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后 C.

尽管香港的法律制度与大陆的法律制度有较大差异，但中国

的法律体系是统一的 D.我国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没有

部门法的划分，不存在法律体系 答案及解析：D 法律体系也

称为部门法体系，是指一国全部现行国内法规范构成的体系

，不包括完全意义的国际法即国际公法。它反映一国法律的

现实情况，不包括历史上废止的已经不再有效的法律，一般

也不包括尚待制定、还没有生效的法律。近代意义的法律体

系概念是部门法体系，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是中国法制向近

代转型的标志，在此之前近代部门法体系意义上的法律体系

当然也无从存在。我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律

制度分别属于不同的法系，由于“一国两制”的实行，出现

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基本性质和不同法系的法律并行的情

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以上法律体系的并存。由于我国国

家主权统一，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宪法授权制定，而宪法

是我国全部法律统一的中心和出发点，因此中国仍然可以看

作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法系背景的差异并不影响中国法律



体系的统一。古代中国法律一直是诸法合体，但是这种法典

编撰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并不能否定法律体系

上的诸法并存。因此答案选D。 2.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法律关

系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

系。下列有关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相互关系的表述中，哪种

说法没有正确揭示这一关系？ A.权利和义务在法律关系中的

地位有主、次之分 B.享有权利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义务 C.权利

和义务的存在、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 D.

义务的设定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 答案及解析：B 权利

和义务是法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对概念，在两者的关系中，

权利具有最终的地位，义务始终是为权利服务的，这就是“

权利本位”思想。A 说明了权利和义务的地位有主次之分，

是正确的。C 说明了两者互为条件，也是正确的。D 说明了

设定义务的目的就是保证权利的实现，是正确的。而B 则认

为享有权利是为了更好的履行义务，这违背了“权利本位”

的思想。 3.违法行为的构成要素看，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违法

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A.该行为在法律上被确认为违法 B.该行

为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过错 C.该行为由具有责任能力的主体作

出 D.该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 答

案及解析：A 违法行为一般由以下五个要素构成：（1 ）以违

反法律为前提；（2 ）是某种违反法律的作为或不作为；（3 

）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4 ）一般有行为人的故

意或过失；（5 ）行为人具有法定行为能力或法定责任能力

。在这些构成要素中，违反法律即在法律上被确定为违法是

前提和基础，其他要素都是基于这一要素而存在的。如果不

满足这一要素，违法行为就不成其为“违法”行为。这也就



是“法未禁止不为非”的原则。因此，A 为应选项。至于B 

、C 、D 项，虽然作为违法行为的构成要素，但是具有例外

情形，如无过失责任的存在，限制行为能力人做出的违法行

为等。同时，其自身的界定也离不开法律的确认。 4.道德与

法律都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都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

性，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下列有关法与道德的几

种表述中，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法律具有既重权利又重义

务的“两面性”，道德具有只重义务的“一面性” B.道德的

强制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制 C.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片面强调

法的安定性优先是错误的 D.法律所反映的道德是抽象的 答案

及解析： D 法律所反映的道德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它是

一个历史的范畴，时代不同，其所叙内容不同，它所反映的

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这种要求是具体的。因此D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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