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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C_80_E5_A4_A7_E5_c80_251569.htm 一、名词解释 1、 权

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

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体现为资本主义

的分权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监督原则。分权原则又称为分权制

衡原则，是指把国家权力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分别由不同

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这些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

保持一种互相牵制和互相平衡的关系。 2、 法律移植。 法律

移植指的是“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

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它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在鉴

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

、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

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本国所用。 3、 结果加重犯。 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的

要件的行为，由于发生了刑法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

的重结果，刑法对其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形态。 4、 同时

履行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权概念是指双务合同的当事人在

无先后顺序时，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以前，可拒绝履行

自己的债务之权。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存在基础在于双务合同

的牵连性。2、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构成要件。A须由同一双务

合同互负债务。B双方债务已届清偿期。C对方为履行债务或

未提出履行债务。D须对方的对待给付是可能履行的。 5、 犯

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

侵害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决定犯罪性质，是任何犯罪的必



要要件。任何犯罪，犯罪客体都会受到侵害，犯罪客体是犯

罪分类的基础。 一、 判断题 1、正当程序不是强调“看得见

的正义”，而是追求判决的正确。 正当程序的价值就在于实

现看得见的正义，也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都

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实体法的价值才应该是确保判决的正

确。因此该陈述时错误的，混淆了实体与程序的价值和作用

及其相互关系。 2、关于罪数的判断，是根据犯罪人的行为

个数决定的。 根据犯罪构成标准说的主张，确定或区分罪数

之单复的标准，应是犯罪构成的个数事实具备数个犯罪构成

的为数罪。行为人的犯罪事实的最终形态，无论与前述何种

类型的犯罪构成相符，均视为具备犯罪构成；至于具备犯罪

构成的数量，则应以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具备犯罪构成的个数

为准。本题中认为罪数的判断根据是犯罪事实的个数的表述

是不正确的。 3、政体和政权组织形式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

面，因此政体等同于政权组织形式。 在我国理论界，人们一

般都将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作为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表述形

式，因而大多数称“政权组织形式即是政体”在这个角度上

讲，题目中的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说政体等同于政权

组织形式是不对的，因为：尽管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也就

是看说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政体重于体制，政权组织形

式着重于机关；体制粗略地说明国家权力的组织过程和基本

形态，政权组织形式着重于说明实现国家权力的机关以及各

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本题的论述不准确。 4、商业广

告、招股说明书、招标公告均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

意思表示，所以他们均属于要约邀请。要约邀请希望他人向



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本身并不是要约。 要约是行为与

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区分要约邀请和要约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法：1、理解以法律的规定作出区分法律规定的几种典

型的要约邀请的行为：A寄送价目表，B拍卖公告，C招标公

告，D招股说明书，F商业广告。2、根据当事人的意愿来作

出区分；3、依据订约提议的内容是否包含了合同的主要条款

来确定应提议是要约邀请还是要约；4、根据交易的习惯即当

事人历来的交易做法来区分。因此本题笼统地说商业广告、

招股说明书、招标公告时要约邀请是不准确的。 二、 简答题

1、简述法的规范作用 法的规范作用包括：告示法律代表国

家关于人们应当如何行为的意见和态度。这种态度以赞成和

许可或反对和禁止的形式昭示于天下，向整个社会传达人们

可以或者必须如何行为的信息，起到告示的作用。指引法通

过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

的责任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可以分为确定性指引和不确定

性指引。评价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具有判断、衡

量人们的行为的作用。预测预测作用是指根据法律规定，人

们可以预先知晓或估计到人们相互间将如何行为，特别是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如何对待人们的行为，进而根据这种

预知来作出行为和计划。教育发的教育作用表现为，首先通

过国家或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凝结为固定的行为模式

和法律符号而向人们灌输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之渗透

于或内化于人们的心中并借助人们的行为进一步广泛传播。

其次、通过法律规范的实施而对本人和一般人今后的行为发

生影响。强制法的强制作用在于制裁违法行为。通过制裁可

以加强法的权威性，保护人们的正当权利，增强人们的安全



感。 2、法律责任的构成及其免责事由 一、法律责任的构成

是指认定法律责任时必须考虑的条件和因素。法律责任的构

成包括： A责任主体，B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C损害结果

，D因果关系，E主观过错。 二、免责事由包括：A.时效免责

，即违法者在其违法行为发生一定期限后不再承担强制性法

律责任。B.不诉免责，即所谓“告诉才处理”、“不告不理

”。C自首、立功免责。D.补救免责。E.协议免责或意定免责

。（仅适用于私法领域）F.自助免责。G人道主义免责。 3、

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 从宪法和宪政的角度来说，公

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公民权利产生国

家权力，国家权力为公民权利服务，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 一、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基本关系：A公民享有各

种权利，其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是选举权。B权利和权力之间的

基本关系首先表现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即国家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还具体又

表现为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的基本关系，它包括公民权利和

立法权的关系、公民权利和行政权的关系、公民权利和审判

权的关系、公民权利和检察权的关系。C权利和权力的基本

关系还包括权利和权利的基本关系和权力和权力的基本关系

。 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内部间的关系对权利与权力关系

的影响。A公民权利内部间的关系对权力基本关系的响。B权

力内部关系对权利和权力的基本关系的影响。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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