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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法律责任，法律制裁一般了解。 1、法律责任的含义

和特征。 含义：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

律规定而应承担的强制性的法律后果。 分析：从含义中掌握

它的原因和特点。 2、法律责任的构成，结合刑法和民法来

认识。 法律责任由责任主体、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

系、主观过错等因素构成。掌握特殊情况：1、责任主体中未

达到责任年龄的；2、没有违法行为，有时以法律规定为构成

条件。3、刑法里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不以损害结果为条件

。4、民法里也有无过错责任。 3、法律责任的归则、免则。 

法律责任的归则原则有四个原则：法定原则、因果联系原则

、责任相称法定原则、责任自负原则。 分析：因果联系原则

已经考过，掌握其他三个原则的内涵。 法定原则：反对有害

的溯及既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定的，追究法律责任的

机关也是法定的。 责任相称法定原则：为了保证公平正义。 

责任自负原则：为了反对株连。一般情况下，法律责任是不

能转移的，谁违法犯罪谁承担责任，特殊情况下，法律责任 

免则条件：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免则条件是法定的。 2、

免则是行为人应当承担。 3、免则和不负法律责任不是等同

概念。 4、免则不等于行为是正当的。 第十三章 法治 本章是

重点。重点有三大问题。 1、法治的涵义。了解法治和人治

的区别。 2、法治与德治。和后面的法与道德有联系，但角

度不同。 分析：1、德治的涵义，以德治国，运用道德规范



、道德观念教化社会成员，治理国家治理社会。2、法治与德

治并重，是古今中外的治国经验所证明的。3、德治是用社会

主义道德观念治理国家。 3、社会主义民法与社会主义法治

的关系。 分析：社会主义民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社会

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 4、法治的原则。 权力制

约原则。分析：1、国家权力要分工，权力不能过于集中。2

、相互之间要制约。3、重点是行政机关要制约。 法律至上

原则。论述题 分析：1、针对个人、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来

讲，强调法律至上；2、针对国家机关来讲，包括一切武装力

量都要受法律制约，强调法律至上；3、针对其他社会规范来

讲，道德、宗教、政策、习惯等都要体现法律精神，和法律

精神一致。 正当程序原则。 分析：正当程序原来的含义主要

是两个方面：自己不能审理跟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法官

要认真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对所有的当事人要平等对待

。 第十四章 法与社会的关系 重点掌握两大关系：法与经济基

础的关系和法与道德的关系。其他已经考过，不作为重点。

1、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注意两点：经济基础决定法，不

否认生产力的最终决定。生产力与法之间不能发生直接的关

系。 2、法与道德的关系。注意两点： 一、法与道德的区别

。 二、法与道德的联系和冲突（一般了解）。 3、论述题：

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道德的相互作用。 总结：社会主义民

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作为一个论述题，法治与德治作为

一个论述题对待。法治与人治作为一个简答题，法与道德的

区别作为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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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