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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1、A 42、A 43、A 44、C 45、C 46、B 47、B 48、A 49

、B 50、D 二、多项选择题 51、AC 52、ABCD 53、AB 54

、AC 55、ABCD 56、ACD 57、BCD 58、ABCD 59、ABC 60

、ABCD 61、AC 62、AB 63、ACD 综合课简答题答案 64、法

是调整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具有规范性，是一种社

会规范。 （1）法是一种特殊规范，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它

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国家意志性，国家意志的法具有

统一性和权威性。 （2）法在国家权力范围内普遍有效，具

有普遍性，而其他社会规范只对特定成员在特定范围内有效

，如宗教中的教规，只对教徒有约束力。 （3）一切社会规

范都具有强制性，法不同于一般社会规范的特点就在于法是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国家强制性。 （4）法是有

严格程序规定的规范，具有程序性。 65、（1）民族区域自治

必须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

合；特别行政区自治不需要这样的条件，多是由于历史历史

、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划定的区域。 （2）民族区域自

治与特别行政区自治的立法权限不同。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需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但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 （3

）民族区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自治的司法权限不同。民族自

治地方不享有司法自治权，法院和检察院不是自治地方，民

族自治地方的法律仍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而特

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法律总体上不属于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 （4）民族区

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自治的行政管理权限不同。特别行政区

享有更为广泛的行政管理权，如货币发行权，而民族自治地

方则不享有这种权力。 66、（1）规定土改的基本任务是废除

封建、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 

（2）规定土改须遵守的原则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保护

工商者，正确对待地主富农。 （3）规定保护土改的司法措

施。对一切对抗或破坏土地法大纲规定的罪犯，组织人民法

庭予以审判和处分。 综合课分析题答案： 67、此题考司法以

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所谓以事实为根据，指

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必须以与案件有关的客观事实为根据

，查清事实真相。而事实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客观事实，另

一种是推定事实。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应当尽量追求客观

真实，当客观事实无法明确时，就需要根据证据的真实性、

举证责任的承担等因素判定事实，即推定事实，以此来理讼

解纷。该题中，赵某出具了借据作为证据，而马某又没有证

据证明自己出具借据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则法院只能根据

赵某提供的证据推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支持赵某的诉



讼请求。 68、（1）选举法第30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由选

民直接选举的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

一倍。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实行差额选举，即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而该案中正

式候选人与应选代表人数相等。 （2）选举法第31条规定：由

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选举委员会汇总后，在选举

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并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

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名单，并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该乡选举委员会没有经

过公布就确定了正式候选人。 （3）选举法第37条规定：选举

人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

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所以，只要选举过程是合法有

效的，选民自发投票选出的独立候选人也就是合法有效的，

选举委员会不得因此不予确认当选结果。 （4）选举法第41条

规定：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

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

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此题中，只说明当选的候

选人获得了参加投票的选民的过半数选票，而参加选举的人

数有没有达到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即该选举是否有效无

法判定。 69、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

三十。其大意是：法官判案定罪必须根据律、令、格、式等

正规法律条文，若有违反，受笞刑三十，即法官定罪必须有

法律明确规定，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援法断罪、罪刑法定的最

简明的概括。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



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其大意是：法

官依据制敕临时判案定罪，制敕没有上升为格的，在今后的

断案中不得援引，如果轻易援引致使定罪有出入的，以故意

失职论。唐代的格又称永格，与律同有法的效力，制敕是可

格的后备或原型，其效力低于格，然而凡制敕一旦被承认为

格，则就变成实质的法律，与律令正文有同等效力。这两条

规定实质上是我国古代法制上所确立的援法断罪，罪刑法定

原则。援法断罪，罪刑法定原则的出发点是维护法律的统一

适用，约束司法官权力的滥用，它作为一项原则性的法律制

度是世界法制史上的首创。 综合课论述题答案： 70、（1）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这是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也是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其基本含义包括：首先，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于一切公

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

财产状况等，都统一适用，不允许有任何优待或歧视。其次

，一切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承担法律赋予的

义务，不允许存在权利义务不统一的现象；对于公民的权利

，司法予以平等保护，对违反法律的行为平等予以追究。第

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我国古

代法律制度中不存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当社会主

义法律确立这一原则是对司法公正和平等的肯定，是尊重和

保障人权原则的真正体现，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是一个飞跃。

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就有因为身份歧视而在法律适用上不平

等的制度，如西周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唐代的八

议制度。而当代中国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则，首

先要求任何公民都不得因身份地位上的优势而获得超越法律



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也不能因身份地位上的劣

势而构成遭受法律制裁的根据。只有当身份地位不同的个体

因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受到同样的处罚时，才意味着平等

原则的实现。其次，身份不仅不应成为逃避或者受到法律惩

罚的根据，也不应成为得到或者失去法律保护的原因。这些

都是对古代身份不平等所造成的法律适用不平等的彻底否定

。 （3）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原则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原则是对我国几千年来封

建身份等级观念的彻底否定，在我国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

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历史性的飞跃。在我国现阶段，

认真贯彻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首先，可以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得到充分保障

。其次，可以防止任何人有超载法律之外，凌驾于法律之上

的特权。再次，认真贯彻这一原则还可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的统一和尊严。最后，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原则是社

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平等在法律上的表现，贯彻公民在

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能够维护和促进人民各项平等

权利的实现，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赖，使国家建立起政

治上的凝聚力，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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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