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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6_8C_87_E7_c80_271625.htm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只招收非法学专业毕业生，因此报考法硕的考生是跨学

科考研。对于跨学科考研的考生来说，要想在短时间内复习

通过考试，把握一定的复习方法是十分重要的，下面针对法

硕专业课如何科学复习谈几点看法：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入学实行全国联考，考试科目分为专业〈一〉刑法、民法

（两学科各占75分），专业〈二〉法理、宪法、法制史（

共150分），由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指定复习用书

为《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指南》及《大纲

》。从每年出题来看，出题范围主要以《考试大纲》为准，

出题不超出大纲范围。题型分为选择题、简答题、分析题、

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 选择题：选择题分为单项选择和多项

选择题。选择题在每科考试中所占分值比较大，这类题主要

考查指南（教科书）基本知识。首先法学基本知识一定要看

扎实，如多项选择题，有时候看着这个也对，看着那个也对

，说明基础知识不扎实，这个靠的就是考生平时的积累、记

忆。其次，我们一定要仔细研究题干，弄清楚题目问的是什

么，否则就很难从下面的答案中做出选择。有的考生一上来

就看答案，而不看题干，这时根本不知道题目要求是什么，

不清楚内涵和外延界定在什么范围，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选

择？如果能够把问题看清楚了，自然会帮助你理解题意，迅

速找出正确答案，往往出题的就是在里面包含着眼睛式的东

西，因此审题是极为关键的。当然审题清楚必定是建立在专



业课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扎实的基础上的，两者相辅相成，若

能做到以上两点在答选择题时就不会丢分，而且提高答题效

率！ 简答题：总的来说，简答题相对较容易，主要还是针对

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考察，比较易于得分。简答题覆盖面

较广，在每科考试中均占有相应分值，即必定出题，这就要

求考生比较全面、扎实地掌握《大纲》里列出的每一条知识

点。其实简答题应该算是送分题目，只要考生认真去理解、

去记忆，在这个题型上都应该能做到不失分！ 分析题：分析

题一般来讲，法条分析题目以前出过，在法理里出法条分析

可能性小些，要出的话，也是在立法法里。很多人往往不注

意立法法，有的根本不去看它，这是个误区。立法法的法条

必须要看，因为无论是在单选题、多选题或是分析题中，很

多内容都会涉及到立法法，不看根本不行。法制史出法条分

析题可能性有，比较大，如古代的法条法律分析，主要分析

社会背景，法条本身的含义比较简单。宪法里面以前出过，

但是从这几年来看，出事例的比较多一些，就是实践中发生

的事情，让你结合这个事情，用宪法学原理来展开，这种可

能性大一些。民法和刑法每年都必会有一道法条分析题，各

占10分。分析题是个重点，这要求考生在复习民法、刑法时

，总则和分则都要把握好，因为很多都是材料分析、法条分

析、结合实际中的案子或者说现象以法条内容进行分析的。

从民法的角度还有个比较难的题目是辨析题，如去年的样题

：我国民间流传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的说法。请运用

民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其加以辨析。可见，民法很重视体系

的考察，考生闭上眼睛应该能够回忆起来民法到底讲了哪些

内容，关于债的部分，可以从债的主题、定义、合法性、诉



讼时效、履行的主题等角度答题。 论述题：论述题是每年法

律硕士联考中必须有的一道题，分值在20分左右。出题主要

在综合课中，而且法理论述题出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当

然法制史也易出论述题。就当前这几年出现在联考中的试题

来看，论述题都与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司法制度改革有关

系，也是一些紧贴形势和前沿性的问题。命题方向一般跟司

法改革有关系，因为已经改了这么多年，而且将来还要继续

改下去，所以司法改革一直都是重中之重。另外，关于法律

规则、法律制度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规范性文件的

作用是什么，非规范性文件的作用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就

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跟法理更密切的一些东西，也是当前正

值研究的问题，比较重要一些。我国法律制度有一个沿革的

过程，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社

会主义社会，这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中要和政治理论结合起来

考虑，这样在答论述题时就能充分理清思路，能得高分。 案

例分析：法律硕士联考中案例分析题主要出现在民法和刑法

中，刑法和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基本法，比重非常大。

所以学好刑法、民法，不但对法硕考试重要，对日常生活工

作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就案例分析题从民法案例说题

： 从近年法硕联考的试题来看，民法作为一门重要的实体法

，其案例分析已成为一种基本题型。案例分析题本身的特点

要求考生不仅要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更应当注意如何运用

这些基本理论来对具体案情进行分析、判断，并针对题目的

要求提出正确的答案。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死记硬背是不

行的。不会案例分析的方法或者分析的思路不符合考试的要

求，将使你事倍功半。为了使考生在民法考试中少走弯路，



在复习中提高效率，我们结合近历年法硕联考中民法考题的

特点，针对出题动向，与考生谈谈民法案例的分析方法，以

期对考生提供帮助。 一、民法案例试题的主要形式 民法的案

例试题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方式： （一）小案例 这种案例情

节简单、内容覆盖面小，要求回答的问题也直截了当，不要

求展开。例如：甲公司与乙公司订立合同后交给乙公司5万元

定金，后乙公司违约。问：乙公司应向甲公司返还多少元？

答案：A.5万元；B.10万元；C.2.5万元；D.20万元。如果是选

择题型中的案例，直接选择答案B就可以了；如果是主观题，

只需回答乙公司应当向甲公司返还10万元就可以了。这类试

题主要是考查考生掌握基本知识的能力。考生只需问什么答

什么，不必展开论述，否则，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 （二）

中案例 这种案例情节较为复杂，内容涉及面也较广，要求回

答的问题一般在1个以上，问题具有一定的难度，涉及的内容

也不再是单一的。例如：某运输公司受农场委托长途运送生

猪，途经某市遇酷热天气，运输公司派出的押运人员张某、

杨某根据经验决定给生猪降温，从某农资公司购得喷雾器一

架，清洗后灌入自来水即向生猪喷水降温。生猪送达后，收

货人某肉食公司觉得生猪异常，经检验发现，生猪有不同程

度的农药中毒反应。后查明，该喷雾器售前曾借给农户李某

使用，农药系李某使用后残留所致。问： 1.肉食公司可否拒

收生猪？为什么？ 2.谁应该对生猪中毒负责？为什么？ 3.张

某、杨某有无过错？为什么？ 4.农场应向谁索赔？为什么？ 

此类案例属于中型案例，答题时要针对问题简要作答，不需

要展开。可以这样回答：肉食公司可以拒收，因为生猪中毒

，违反合同约定的质量条款等。 （三）大案例 这种案例案情



复杂，内容和要求回答的问题较多。一个案例往往要求回答

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到许多不同的法律规定和不同的法律关

系。这种案例难度最大。例如：刘玄、关云、张翼于1994年8

月8日各出资1万元购得一幅名画，约定由刘玄保管。同年10

月，刘玄出差遇赵华，赵愿购买此画，刘玄即将画作价4.5万

元。赵华买到该画后，于同年12月又将该画以5万元卖给王海

。二人还约定：买卖合同签订后赵华即将画交付给王海，但

由于本地正在筹备一个收藏品展览，所以双方约定该画交付

后如果半年内该收藏品展览未举行，则该画的所有权即转移

给王海。依此约定，赵华将画交付王海，王海亦先支付价款4

万元。王海得到画后，经常对朋友展示炫耀此画，他的朋友

黄健也表示喜欢此画。1995年3月份黄健以6万元的价格从王

海处买了此画。黄健买到之后，嫌画的装裱不够精美，遂将

画送到某装裱店装裱。由于黄健未按期付给装裱店费用，该

画被装裱店留置。装裱店通知黄健应在30日内支付其应付的

费用。但黄健仍未能按期交付。装裱店遂将画折价受偿，扣

除了费用后，将余款退还给了黄健。黄健不同意装裱店的这

一做法。而赵华于1994年12月与王海签订了合同后，因经营

借款需要又于1995年2月将该画抵押给朋友周虎，周虎以前即

知赵华有这样一幅画。周虎后来在装裱店看到此画，立即进

行调查，才发现赵华在抵押该画之前，已将其卖给王海，而

王海于1995年4月份因遇车祸不幸身亡，其财产已由其妻子继

承，遂找赵华说理。赵华得知后，找到黄健，要求黄健或者

返还此画，或者支付王海尚未支付的1万元价款，问： 1.本案

各个阶段涉及哪些主要的民事法律关系？ 2.根据本案不同阶

段的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责任情况，问： （1）刘玄是



否有权出卖该画？刘与赵之间的买卖行为是否有效？ （2）

赵华与王海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该画的所有权何时转

移？ （3）王海是否有权出卖此画，黄健能否取得该画的所

有权？ （4）装裱店的做法是否合法？ （5）赵华能否以该画

作抵押向周虎借款，周虎的权益能否得到保护？ （6）赵华

对王海的债权，应由谁承担？ 此类案例涉及内容广泛，要求

考生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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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