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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5_A4_87_E8_c67_295375.htm 一、法条（法律法规

）如何记忆 法律条文在法硕考试中的重要性在此将不予赘述

，许多人知道重要法条要强化记忆，但却不知道如何记忆，

不知道记忆的重点在哪里，做题时不会灵活运用法条解题，

更不知道怎样利用法条设计考题，有的学生居然把法条一字

不差的背诵，有的则还强迫自己把法条是第多少条也记忆下

来－－－这是何等搞笑之事！ 先强调2点： 1、具体是第几条

不需要知道 2、刑法法条里判多少年不需要记忆 3、答题的时

候一般说“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知：”模糊代替即可

，而不用说“依据《某某法》的多少条”。 4、答题写法律

依据时只需要用自己的话把核心意思表达出来即可。 法律条

文的记忆绝对不是要你去死背下来，更不要求你去记住它是

第几条，需要综合分析。 现面介绍我的法条记忆四步曲－－

－－－ 总体把握法条内容－－概括成自己的东西－－突破重

点难点与细节－－进行相关法条理论的联想。 现在以《刑法

》第54条为例： 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一）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 （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

威自由的权利； （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四）担

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先读完一遍此法条，进入四步程序－－－－－－－－－－－

－－－ 第一步：总体把握－－－－ 此条可以归结为“剥夺政

治权利的内容”，这也就是一个知识点的名称。 第二步：概

括归纳－－－－ 依据个人喜好，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政治权



利与自由；职务限制 也可以简单归纳为：选举；自由；机关

；国有－－这样可以适当简化记忆，减轻记忆量。 第三步：

突破重点难点（也就是对法条进行深度解析）－－－－ a：在

国家机关是“任何”职务都不可以。担任领导不可以，担任

一般工作人员也不可以； b：在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

民团体任职则有2个限制，不但要求是国有单位，而且要求是

领导职务。 联想：也就是说，被剥夺之人，任私营企业的董

事长，总经理是完全可以的；也意味着在共青团中央任一般

工作人员（非领导职务）也是可以的，但要担任国企的领导

或全国妇联的主席就不行了！！！ 第四步：相关知识－－－-

国家机关的范围，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含义（涉及宪法的内容

），人民团体的范围（涉及民法与宪法知识），法人的分类

（涉及民法内容）等，都需要一一把握，它们是环环相扣的

，而且现在直接考法条的题目（基本上大家都能做出来）在

逐渐减少，跨法条的题目和涉及法条背后的理论的题目在增

加，意味着难度深度也在增加。 至于出题，直接考法条的可

能性不大，要求理解法条并会分析运用，下有2个例题： 1．

下列有关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刑法总则

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因此，对于严重盗窃、故意重伤

等犯罪分子，也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B．附加剥夺政治权

利的刑期，从徒刑执行完毕之日或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

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 C．被剥夺政治权

利的犯罪分子，无权参加村民委员会的选举 D．刑法总则规

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但如果人民法院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独立适用剥



夺政治权利，则不能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2 .剥夺政治权利作

为一种附加刑主要包括( ) A.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B.剥夺担

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C.剥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

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D.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自由的权利 E.剥夺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

团体职务的权利 二、需要重点记忆的法律法规 ★重点记忆的

法条： 1《民法通则》，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

的实施意见》 3《合同法》以及一个司法解释 4《继承法》；

5《婚姻法》及其2个司法解释（如果新大纲增考婚姻法的话

） 6《宪法》以及宪法的三个修正案 7《刑法》以及四个修正

案和关于盗窃罪，贪污罪，交通肇事罪等常见罪名的司法解

释 8《立法法》与《代表选举法》 这是几个主要的法条，其

他法条的可以忽略，只看书即可解决，而最需要熟练掌握的

就是2、3、6、7。 法律条文（简称法条）是法律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的一项重要考查内容，不仅综合课（宪法）的试题

如此，专业课的试题也不例外；不仅填空题、选择题、判断

题（已删除），而且简答题，辨析题，有时甚至是论述题也

是如此。因此考生对重要的法律、法规和新颁布实施或修订

的法律、法规，必须牢固掌握，对主要内容应达到熟记成诵

的地步。 纵观各院校历年试题以及这几年的联考试题，应用

法学（民法刑法宪法）中几乎每年都有不少题目直接考查法

律法规，希望你们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三、法条记忆的几个

原则 法条记忆是法硕复习的一条捷径，因为简单明了，易于

背诵，以及最强的权威性，对于做一些判断题，大小案例不

仅可以提高准确率，而且可以提高做题效率。 记忆中需要掌

握一下4个原则： a、结合指南理解原则 b、注重细节重点与



难点原则 c、特别盯住法律后果原则 d、坚持法条对比原则 不

论法硕考试还是司法考试，记忆理解法条都是必不可少的工

作！！！！ [重点法条] 第25条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

返还财产。依照继承法取得他的财产的公民或者组织，应当

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的，给予适当补偿。 [难点解析] 宣告

死亡制度是法硕一个重点，应当重点掌握。 1．与宣告失踪

不同，宣告死亡的目的在于保护被宣告死亡人的利害关系人

的利益。因此根据《民通意见》第25条的规定，宣告死亡的

利害关系人有顺序要求，即存在在先顺位人时，在后顺位人

无申请权。但申请撤销死亡宣告则不受顺序限制。 2．根据

《民通意见》第27条的规定，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申请宣

告死亡的期间是4年而非2年。 3.可以宣告死亡的情形，除了

《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的两种情形以外，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168条的规定，如果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

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可以马上申请宣告死亡。 4．宣告

死亡案件的公告期是1年，但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

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公告期间为3个月(《民事诉讼

法》第168条)。 5．无论宣告死亡还是宣告失踪，还有一个失

踪时间的起算点问题：如果是意外事件或者战争导致下落不

明的，从意外事件发生之日或者战争的结束之日开始计算，

即从当天开始计算。如果是其他原因失踪的，则从音讯消失

的次日开始计算。 6. 根据《民通意见》第29条的规定，宣告

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而且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由

申请人决定，同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不一致的，则宣

告死亡。根据《民通意见》第36条的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

的死亡日期是指该判决宣布之日。 7.撤销死亡宣告的法律后



果包括：(1)根据《民通意见》第36条第2款的规定，被宣告死

亡时间与自然死亡时间不一致的，以后者为准，自然死亡前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

，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2)根据《民通意见》第40

条的规定，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依继承

关系取得人应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的，应予适当补偿(而非

相应补偿)。第三人合法取得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的财产的，

可不予返还。(4)根据《民通意见》第37条的规定，被宣告死

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

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

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

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5)根

据《民通意见》第38条的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

亡期间，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被宣告死亡的人在死亡宣

告被撤销后，仅以未经本人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的，一

般不应准许，但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同意的除外。 [重点法条] 

第58条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三)一方以

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所为的；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

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六)经济合同违

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 (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无

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难点解

析] 1.主要是要注意《民法通则》的规定与《合同法》规定之

间的关系。要注意《合同法》的内容已经修改了《民法通则

》的规定，凡是《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相冲突的内容，



都应当以《合同法》的规定为准。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无

效民事行为的概念比无效合同的概念要广泛，因此无效民事

行为除包括无效合同以外，还包括无效的单方的民事行为，

对于这部分的内容，不应当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处理，仍

应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处理。 2.对于无效民事行为的类

型，《合同法》的规定大大修改了《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缩减了无效民事行为的范围。主要有：将因欺诈、胁迫而

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区分为两种情形：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

，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作为可撤销处理；将乘人之危订立

的合同规定了可撤销的合同处理，不再作为无效民事行为处

理；将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合同规定为效力

待定的合同，不再作为无效民事行为处理。为了很好地区分

《民法通则》规定与《合同法》规定之间的冲突，我们将涉

及到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列图如下：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 

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合同行为--效力待定；合同以外

的行为（单方行为）--无效 因欺诈、胁迫成立的民事行为：

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行为--可变更、可撤销；其他行为（

包括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行为）--无效 因乘人之危成立的民

事行为：合同行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以外的行为--无效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包括合同行为）--无效

3.在涉及合同效力的案件中，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

性行政规章不得作为确定合同效力的依据，而必须以法律、

行政法规为依据。而且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

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的，如果违反的是法律、行政法规中的

任意性规定，合同并不因此无效。 4.根据《合同法解释（一

）》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



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因此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

合同，原则上认定为有效合同，除非这些超越经营范围的行

为违反了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及禁止经营的规定。 5.应

当掌握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构成条件，即《民通意见》

第68～70条的规定。 附件： 法硕考研法条数字记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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