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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2_E5_B9_

B4_E5_9B_BD_c36_482226.htm 编者按：为了帮助考生准备明

年的司法考试复习，本报从本期开始特邀专业人士对２００

２年国家司法考试试题进行分析。目的是为考生提供一些答

题思路和技巧。考试题每年不会相同，但对法律知识的掌握

上却是相通的。因此好成绩的取得，主要还需要考生在练好

基本功和掌握学习方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复习，并

且能融汇贯通、举一反三。本报所作分析仅供参考。 试题一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所给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本

部分ｌ３０题，每题１分，共３０分。 １．法律体系是一个

重要的法学概念，人们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

理解、解释和适用这一概念，但必须准确地把握这一概念的

基本特征。下列关于法律体系的表述中哪种说法未能准确地

把握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 Ａ．研究我国的法律体系必须以

我国现行国内法为依据 Ｂ．在我国，近代意义的法律体系的

出现是在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后 Ｃ．尽管香港的法律制度与

大陆的法律制度有较大差异，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统一的 Ｄ

．我国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没有部门法的划分，不存

在法律体系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法律体系基本特征的知识。

这类题目中的选项在司法部《指定参考用书》（以下简称《

指定用书》）中不可能找到完全对应的原句，出题目的是考

查考生对法学基础理论掌握的程度，这就需要考生在日常复

习时不能只是死记硬背，而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达到融汇贯通

。否则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所有选项都似是而非，无法选



择。 法律体系也称部门法，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

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

部和谐一致、有机联系的整体。法律体系是一国国内法构成

的体系，不包括完整意义的国际法。它是一国现行法构成的

体系，反映一国法律的现实状况。由此，选项Ａ说法正确。

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某一国家的法学工作者对现行法律规范进

行科学抽象和分类的结果，由此，选项Ｃ说法正确。选项Ｄ

的表述错误在于即使我国古代法律没有部门法的划分，但仍

是该时代国内法构成的体系，即也存在法律体系。本题的难

点是选项Ｂ，《指定用书》中没有介绍，属于法制史范畴，

但可以从法律体系的概念、特征以及对我国近现代史的划分

推断出该选项的说法也是正确的。 答案：Ｄ ２．法律关系的

内容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二者之间

具有紧密的联系。下列有关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相互关系的

表述中，哪种说法没有正确揭示这一关系？ Ａ．权利和义务

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有主、次之分 Ｂ．享有权利是为了更好

地履行义务 Ｃ．权利和义务的存在、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

存在和发展为条件 Ｄ．义务的设定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

现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法律权利和法律义

务的知识。权利和义务都是有限度的，享有权利超过限度就

不为法律所保护，甚至可能构成“越权”或“滥用权利”，

而要求义务人作出超出“义务”范围的行为，同样是法律所

禁止的。在权利和义务的资源分配上，权利人不可能永远无

限制地享有社会利益，义务人也不可能永远承担社会的不利

和损害，权利人在享受权利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选项Ｂ

的表述错误在于混淆了二者的界限。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关



系的内容，其处于法律关系的统一体中，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二者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一

方不存在，另一方也不可能存在，因此，选项Ｃ的说法正确

。一般而言，在等级特权社会，法律制度往往强调以义务为

本位，权利处于次要地位，而在民主法制社会，法律制度较

为重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此时权利是第一位，义务是第二

位的，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本位和义

务本位代表着不同的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取向，因此选项Ａ

、Ｄ的说法是正确的。 答案：Ｂ ３．从违法行为的构成要素

看，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违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Ａ．该行为

在法律上被确认为违法 Ｂ．该行为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过错 Ｃ

．该行为由具有责任能力的主体做出 Ｄ．该行为侵犯了法律

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违法

行为构成要件的知识。违法行为是指人们违反法律的、具有

社会危害性的、主观上有过错的行为，包括四个构成要件：

①违法行为以违反法律为前提，这是与违反道德的行为、法

律上无效的行为的区别，也是认定行为是否构成违法的关键

要素；②违法行为必须是某种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③违法

行为必须是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过失；④违法行为必须是具有

法定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做出

。 答案：Ａ ４．道德与法律都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都具有

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性，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下列有关法与道德的几种表述中，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Ａ．

法律具有既重权利又重义务的“两面性”，道德具有只重义

务的“一面性” Ｂ．道德的强制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制 Ｃ．马

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片面强调法的安定性优先是错误的 Ｄ．



法律所反映的道德是抽象的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法与道德关

系的知识。一般而言，法律的内容比较具体明确、肯定，既

规定人们的义务，也规定人们的权利，而道德则侧重于人们

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因此在法学上有一种看法，即法律具有

两重性（既重权利又重义务），而道德仅具有一面性（只重

义务），由此选项Ａ表述正确。道德的实现不是凭借国家强

制力，而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

维护。因此道德的强制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制，道德也正是以

此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因此选项Ｂ的说法正确。强调“法

的安定性优先”是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法

律是一个孤立的、不受任何其他现象影响的存在体，应当从

法律之内来寻找和说明法的效力的根据。而马克思主义法学

认为法律所反映的道德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

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此意义上，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的，因此选项Ｃ的判断正确。而选项Ｄ的错误

在于这一说法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 答案：Ｄ ５．根

据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下列有关行政区域划分、

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的主管部门的表述中，哪一种说法是

正确的？ Ａ．行政区域边界争议的主管部门无权进行行政区

划 Ｂ．有权进行行政区划的部门，也就是行政区域边界争议

的主管部门 Ｃ．主管行政区域边界争议的部门，也有权处理

行政区划问题 Ｄ．主管行政区域边界争议的部门，也是行政

区域边界争议的处理决定机关解析：本题考查行政区域边界

争议处理的知识。行政区域边界争议是指省、自治区、直辖

市之间，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之间，乡、民族

乡、镇之间的人民政府，对毗邻行政区域界限的争议。根据



国务院《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第一条“民政部门是

国务院处理边界争议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的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处理边界争议的主管部门”

的规定可见，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的主管部门和行政区域

划分的机关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行政区域边界争议的主管

部门不是有权进行行政区划的人民政府，而是人民政府的一

个职能部门即民政部门。 答案：Ａ ６．张家村与李家村毗邻

，李家村的用水取自流经张家村的小河，多年来两村经常因

用水问题发生冲突。２００１年春，为根本解决问题，县政

府决定将这条小河的水流交给乡水管站统一调配。张家村人

认为：小河历史上就属于张家村所有，县政府无权将这条河

的水流交乡水管站统一调配，遂将县政府告上法院。请问：

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张家村

告的有理，因为水流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政府无权收归国有 

Ｂ．张家村告的有理，因为这条小河的河床属于张家村集体

所有，这条小河里的水流当然也属于村民集体支配 Ｃ．县政

府的决定合法，因为水流属于国家所有，政府当然有权调配

河水的供应 Ｄ．县政府的决定合法，因为水流虽然居于张家

村所有，但李家村人也应享有喝水用水的权利，为解决李家

村用水问题，政府可以将水流供应统一调配解析：本题考查

水流归属的法律知识。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

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等除外。由此规定，除森林、山岭、草原

、荒地、滩涂由法律另行规定外，认为上述资源属于集体所

有或者集体支配的说法错误。故选项Ｃ为正确答案。另需说



明的是该条规定在１９９９年律师资格考试中曾以多项选择

的题型测试过。 答案：Ｃ ７．宪法附则是指宪法对于特定事

项需要特殊规定而作出的附加条款。下列关于宪法附则的表

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Ａ．附则是宪法的一部分，因而其法律

效力当然应与一般条款相同 Ｂ．附则是宪法的特定条款，因

而仅对特定事项具有法律效力 Ｃ．附则是宪法的临时条款，

因而仅在特定的时限内具有法律效力 Ｄ．附则是宪法的特别

条款，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因而其法律效力高于

宪法一般条款解析：本题考查宪法附则的知识。宪法附则是

指宪法对于特定事项需要特殊规定而作出的附加条款。由于

附则是宪法的一部分，因而其法律效力与一般条文相同。而

且其法律效力还有两大特点：一是特定性，即附则只对特定

的条文或事项适用，有一定的范围，超出范围则无效；二是

临时性，即附则只对特定的时间或情况适用，有时间限制，

一旦时间届满或者情况发生变化，其法律效力自然应该终止

。因此选项Ａ、Ｂ、Ｃ 是正确的表述。 答案：Ｄ ８．根据我

国宪法规定，下列选项中哪一种情况不是公民获得物质帮助

权的条件？ Ａ．公民在年老时 Ｂ．公民在疾病时 Ｃ．公民在

遭受自然灾害时 Ｄ．公民在丧失劳动能力时解析：本题考查

宪法中有关物质帮助权的知识。物质帮助权是指公民因丧失

劳动能力或者暂时丧失劳动能力而无法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

资料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生活保障，享受集体福利的一

种权利。根据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在特定

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权的具体表现有三：一是老年人的物质

帮助权；二是患疾病公民的物质帮助权；三是丧失劳动能力

公民的物质帮助权。由此遭受自然灾害并不是公民获得物质



帮助权的条件。 答案：Ｃ ９．下列关于拍卖标的物瑕疵的表

述中哪一表述是错误的？ Ａ．委托人应向拍卖人告知拍卖标

的物的瑕疵 Ｂ．拍卖人应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物的瑕疵 Ｃ

．买受人对已明示瑕疵的商品仍可要求拍卖人承担瑕疵担保

责任 Ｄ．对因买受人过错造成的瑕疵，委托人可行使瑕疵请

求权的抗辩解析：本题考查拍卖法中拍卖标的物瑕疵说明义

务的知识。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

拍卖标的物的瑕疵。第二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

说明拍卖标的物的来源和瑕疵。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拍

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物的真伪或者

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故选项Ｃ错误。 这类题目其

出题目的是考查考生对法律条文中相似规定的综合归纳能力

，在复习时，考生应对此多加留心，否则往往在遇到时无所

适从。 答案：Ｃ １０．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税务行

政机关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税收保全措施适用于以下哪

种纳税义务人？ Ａ．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Ｂ．非从事生产

经营的纳税人 Ｃ．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 Ｄ．所有应履行

纳税义务的纳税人解析：本题考查税收保全措施适用对象的

知识。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解缴税款，纳

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的，税务机关

可以采取保全措施。但本题具体问的是纳税义务人，由此可

以先排除选项Ｃ。选项Ｄ的表述过于绝对，于法无据，可以

先行排除。而选项Ａ和Ｂ是相反的两种纳税人，其中必然有

一个是不符合题意的，具体到本条规定，可以判断出选项Ｂ

不适用于保全措施。 做本类题目时，需要考生在复习法律条



文时应在一些并行排列的如条件、情形等的法律规定作出重

点标记，以利于区分，才可以记得牢固。 答案：Ａ《法律服

务时报》2002年10月4日 第39期 第14版“考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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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