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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0/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0253.htm 多项选择题（本题共10小题，每

小题1分，满分10分；备选答案中至少有两项是符合题目要求

的，请将答案纸上所选答案的字母涂黑；少选、多选、错选

，该题不给分） 1．在下列情形中，应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终

止的是： A、不法侵害已经完结 B、不法侵害人自动中止侵

害 C、不法侵害人已被制服 D、不法侵害人已经丧失继续侵

害的能力 【答案】AB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是指可以实

施正当防卫的时间。理论上认为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是不法

侵害正处于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的进行阶段。法律基于正

当防卫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防止合法利益受到

损害，故对防卫时间加以严格限定。不法侵害尚未结束，是

指不法侵害行为或其导致的危害状态尚在继续中，防卫人可

以用防卫手段予以制止或排除。在实践中，不法侵害已经完

结、不法侵害人自动中止侵害、不法侵害人已被制服、不法

侵害人已经丧失继续侵害的能力被认为是不法侵害已经终止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 【考生注意】不法侵害

的尚未结束，可以是不法侵害行为本身正在进行中，例如杀

人犯挥刀向受害者连续砍击；也可以是行为已经结束但危险

状态尚未结束，例如抢劫犯已打昏物主抢得财物，但尚未离

开现场。上述两种情况，防卫人的防卫行为均可有效地制止

不法侵害行为，或排除不法侵害行为所致的危险状态。有些

情况下，虽然不法侵害所导致的危险状态尚在继续中，但正



当防卫行为并不能将其排除，则应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

例如，纵火犯向目标物纵火后逃跑，已经造成了可能失火的

危险状态，就无法通过杀死或伤害纵火犯的防卫手段来排除

，对之采取防卫则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2．紧急避

险与正当防卫的相同之处包括： A、目的相同 B、行为的对

象相同 C、前提相同 D、危害来源相同 【答案】AC 【考点分

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异同。正

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相同点在于：（1）目的相同。两者都是

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2）前

提相同。两者都必须是合法权益正在受到侵害时才能实施；

（3）责任相同。两者超过法定的限度造成相应损害后果的，

都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正当防卫和紧

急避险的区别在于：（1）危险来源不同。紧急避险的危险来

源多种多样，除了人的不法侵害外，还包括自然的力量，动

物的侵袭，以及人的生理、病理过程；而正当防卫的危险来

源只限于人的不法侵害。（2）行为对象不同。紧急避险是损

害与造成危险无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而正当防卫则只能损

害不法侵害者的利益。（3）实施条件不同。紧急避险只能在

无其他方法排险危险的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而正当

防卫则无此限制，公民只要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就可以

实施，而不论他是否有条件采取逃跑、报警、劝阻等方法制

止不法侵害。（4）限度标准不同。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只能

小于所避免的损害，不能等于甚至大于所避免的损害；而正

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则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只要所造成

的损害不明显超过不法侵害造成的损害即可。（5）存在禁止

条件与否。紧急避险存在禁止条件，即职务上、业务上负有



特定责任的人，不适用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正当防卫无禁

止条件，任何主体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面临不法侵害时都有权实施正当防卫。在本

题的选项中，选项AC都是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相同点，而

选项BD都是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区别，所以，本题的正确

答案是AC。 3.有权对刑法作出司法解释的机关包括 A、公安

部 B、最高人民检察院 C、最高人民法院 D、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答案】B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司法解释的主体。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对刑法规范

含义进行的阐明。在我国，有权作出司法解释的机关只有最

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C

。 【考生注意】在司法解释主体的问题上，经常有考生误认

为公安部也是司法解释的主体，这是错误的。司法解释只是

司法机关对法律作出的解释，而公安机关不是司法机关，所

以，公安机关不能作出司法解释。 4.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2

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 ）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 A、故意杀人罪 B、抢劫罪 C、贩卖毒品罪 D

、放火罪 【答案】AB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司法解释的主体。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

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本题的正确答案

是ABCD。 【考生注意】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已满十四周

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是法律硕士入学

考试最常考到的知识点，几乎年年试题都会考到，对此，考



生应当准确记忆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 5.根据我国刑法规

定，行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可以通过以下形式表现出来 A、有

认识 B、无认识 C、推定认识 D、认识错误 【答案】ABC 【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行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形式

。我国刑法第14条“明知自已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的规定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自已的行为及行为

所引发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是有认识的；我国刑法第15条“应

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规定表明，

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自已的行为及行为所引发的危害社

会的结果是没有认识的；我国刑法第219条第2款“明知或者

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

，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的规定表明，在“应知”的情况下，

推定行为人对自已的行为及行为所引发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是

认识的，所以，行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形式包括有认识、无认

识、推定认识三种，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 6.处断的一罪

包括 A、结果加重犯 B、吸收犯 C、牵连犯 D、连续犯 【答

案】B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处断的一罪的

具体形态。处断的一罪，是指实质上构成数罪，但因其所具

有的特征而被司法机关作为一罪处断的犯罪形态。处断的一

罪包括连续犯、牵连犯和吸收犯三种，所以，本题的正确答

案是BCD。 【考生注意】初学刑法的考生经常将连续犯和继

续犯相混淆，其实，这两者完全不同，前者属于处断的一罪

，后者属于实质的一罪。 7.我国刑罚的目的包括 A、惩罚犯

罪 B、特殊预防 C、一般预防 D、罪刑等价 【答案】BC 【考

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刑罚目的。刑法理论认为，

我国刑罚目的是预防犯罪。预防犯罪包括两个方面：特殊预



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针对对象是不同的，

前者的预防对象是已经犯罪者，后者的预防对象是尚未犯罪

者。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相结合，构成我国刑罚完整的目的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C。 8.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制度

包括 A、累犯 B、立功 C、减刑 D、自首 【答案】ABD 【考

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量刑制度的具体种类。根据

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中具体的量刑制度包括五种：累

犯、自首、立功、数罪并罚、缓刑，减刑和假释属于刑罚执

行制度，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D。 9.在下列犯罪中，

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的是 A、徇私枉法罪 B、枉法裁判罪 C、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D、玩忽职守罪 【答案】ABC 【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具体个罪的主观方面。根

据刑法第397条、第399条、第404条的规定，徇私枉法罪和民

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以及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的主观

方面是故意，而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则是过失，所以，本

题的正确答案是ABC。 【考生注意】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刑

法第399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其罪名已经由枉法裁判罪改为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而刑法第404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征

、少征税款罪根据目前的考试大纲，已经不在考试的范围内

。 10.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包括 A、国有财产 B、 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的财产 C、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损助或者专

项基金的财产 D、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

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运输的私人财产 【答案】ABCD 【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刑

法》第382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是贪污罪。”根据这一规定，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

。《刑法》第91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共财产，是指下列财

产：（一）国有财产；（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

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

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根据上

述两条规定，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 百考试题编辑祝广

大考生顺利通过考试,实现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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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