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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29441.htm 1．《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

和非法买卖外汇的决定》属于： A、狭义刑法 B、单行刑法 C

、附属刑法 D、刑法典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单行刑法的含义。单行刑法属于广义刑法之一，

是国家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的，针对

某种或者某几种犯罪和刑罚单独制定的专项刑事法律。在我

国，目前有效的单行刑法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于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

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 【考

生注意】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实践中，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之外，

立法机关还数次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进行了修订。所谓刑法修正案，是指最高立法机关在

保留刑法典原有体系结构的基础上，集中针对某些刑法条文

作出的修改补充法案。一般认为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后，原刑

法典的相关条款就已经被修订，所以刑法修正案属于狭义刑

法，即刑法典的一部分，不是单行刑法。法律硕士考生往往

将刑法修正案误认为是单行刑法，这是错误的。 2．我国刑

法分则对犯罪进行分类的主要依据是： A、犯罪的同类客体

B、危害行为的形式 C、犯罪对象的特点 D、行为人的主观心

态 【答案】A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同类

客体的意义。犯罪的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行为所共同

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



划分犯罪的同类客体，是根据犯罪行为侵害的刑法所保护的

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的科学分类。作为同一种类客体的社会

关系，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质。例如生命权、健康权、

妇女的人身权利以及人身权名誉权等都属于人身权利的范畴

，只要这些权利受到犯罪危害，人身权利就成了这些犯罪的

同类客体。只有依据同类客体，才能对犯罪作科学的分类，

建立严密、科学的刑法分则体系。我国刑法分则正是根据同

类客体的原理，将犯罪分为十大类。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

是A。 【考生注意】考生需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章下分别设有八节、九节犯罪。因此，这两章犯罪的每一节

犯罪，在同类客体之外还有一个“次层次”的同类客体。例

如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其大同类客

体为社会管理秩序，次层次的同类客体为文物管理秩序。 3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 A、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具

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B、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

法性 C、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

性 D、犯罪是触犯法律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答案】C 【考

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三个基本特征之间的关

系。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严重的社

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惩罚性。本题选项A BC就

是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选项D不是犯罪的基本特征。在犯

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

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基

础，它是犯罪的最基本属性；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在刑

法上的表现，它与应受刑罚惩罚性一起构成社会危害性的度



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达到违反刑法、应受刑罚惩罚的程

度，则不构成犯罪。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 4．从一般

意义而言，犯罪客观方面的选择要件包括了： A、犯罪的行

为、犯罪的结果 B、犯罪的动机、犯罪的目的 C、犯罪的故

意、犯罪的过失 D、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答案】D 【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客观方面选择要件。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大多数犯罪来说，犯罪的时间、地

点、方法等并非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但是，对于有些犯罪

来说，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必要

要件，即构成要件的时间、地点、方法对某些行为是否构成

该种犯罪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刑法第340条和第341条的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把“禁渔期”、“禁猎期

”、“禁渔区”、“禁猎区”、“禁用的工具、方法”等规

定为构成这些犯罪的必备要件，因而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这

些因素，便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条件。再如，刑法第257

条规定，只有用暴力方法干涉他人婚姻自由，才构成干涉婚

姻自由罪。在这里，是否使用暴力方法干涉，就成为区分罪

与非罪的标志。所以，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是犯罪构成

客观方面的选择要件。本题选项A中，犯罪行为是犯罪构成

客观方面的必要要件，选项BC中的犯罪动机、犯罪目的和犯

罪故意/犯罪过失都是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内容，所以，本题

的正确答案是D。 5．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在下列情形中，

应当采用限制加重原则实行并罚的是： A、判决宣告的数个

主刑中有数个死刑或者最重刑为死刑的 B、判决宣告的数个

主刑中有数个无期徒刑或者最重刑为无期徒刑的 C、数罪中

有判处附加刑的 D、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为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的 【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数

罪并罚中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在我国刑法关于数罪并罚原

则中，限制加重原则适用于数个同种有期自由刑之间的并罚

。所以，选项D“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为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的”应当适用限制加重原则进行并罚。选项A“判决宣

告的数个主刑中有数个死刑或者最重刑为死刑的”和选项B“

判决宣告的数个主刑中有数个无期徒刑或者最重刑为无期徒

刑的”适用的数罪并罚原则是吸收原则，选项C“数罪中有

判处附加刑的”适用的数罪并罚原则是并科原则，所以，本

题的正确答案是D。 【考生注意】对于数罪并罚中限制加重

原则的适用，考生应注意的是，限制加重原则只适用于数个

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即数个有期徒刑、数个拘役、数个

管制的并罚，对于数个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不能适用

限制加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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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