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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1/2021_2022__E6_B3_95_E

5_BE_8B_E7_A1_95_E5_c67_471976.htm 简述题 ◆{2006}66、简

述《大清新刑律》的特点。（8分） ◆{2005}67.简述南京国民

政府民法典的主要特点。8分 ◆{2004}66、简述中国土地法大

纲的主要内容。 ◆{2001}《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断罪

而无正条者，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

举轻以明重。”（简要回答其含义）6分 分析题 ◆{2006}69、

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理论和知识对下列材料进行分析，并回

答问题：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

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

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

不用此律。 《唐律疏议?名例》 问题：（10分） （1）这段文

字反映了唐律的什么原则？其；历史渊源是什么？ （2）适

用这一法律原则时有何例外？为什么？ （3）唐律这一规定

的立法宗旨是什么？ ◆{2005}70.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有关知

识，分析下列史料。10分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之自

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

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

野命，一听武夫、宦竖之后，良可叹也。” ◆{2004}69、请

对下列文字进行简要分析：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断罪

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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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 ◆{2003}54、阅读下面文字，分析清末

《钦定宪法大纲》的实质。“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



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立法

、行政、司法皆总揽于统治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

以巩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者也。” 10分 ◆{2002}46.《唐律

疏议?名例》中说：“诸八议⋯者，犯死罪者，皆条所坐及应

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

诸犯私罪者，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

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当”。请就此

予以分析。10分 名词解释 ◆{2000}1.唐律疏议 4分 ◆{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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