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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31830.htm 1．原始社会的习惯就是习惯法

。 【答案】错误。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本题主要考察古代

法律的产生形态；重点区别原始社会习惯和习惯法的关系； 

【考点分析】法律的产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由习惯到习惯法

再到成文法的漫长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法

经历了从个别调整到一般调整的过程．社会关系的调整总是

从个别调整再发展到一般调整．个别调整数量的增多，就需

要形成一个一般的行为规则，以便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另

一方面，法又经历了从自发调整到自觉调整的过程．习惯法

是国家有关机关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习惯，属

于法律的正式渊源，它和习惯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因此

说原始社会的习惯并不就是习惯法。故本题选错。 2．非规

范性法律文件也具有法律效力。 【答案】正确。 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 【考点分析】国家机关

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可以分为规范性法律文件和非

规范性法律文件；前者针对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主体发布，

可以反复适用，属于法的范围。后者针对特定情况，特定主

体发布，并且一次性适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实质就是法的

载体，法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在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中提

及的文件，例如：宪法．民法和行政法等都是规范性法律文

件，其目的就是体现法的权利义务的内容。而非规范法律文

件主要指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节书、逮捕证等。虽然

具有法律效力，但不属于正式的法的范围，它只是法的适用



等结果，没有普遍的约束力，但其针对特定主体、事件或场

合具有具体的法律效力． 3．法律效力的一般原则是不溯及

既往。 【答案】正确。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律的溯及力 

【考点分析】法律的溯及力又称法的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

新的法律颁布后，对其生效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

，如果适用，则具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不具有溯及力

。法律是否具有溯及力，一般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并由法

律本身明确规定，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

同的处理原则．在当代中国，一般情况下，我国法律坚持“

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各法治国家通行的

法律原则。但是，“法律不溯及既往”并非是一项绝对化的

原则，现代国家立法规范，尤其在刑法中，各国采用的通例

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不能适

用它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应以旧法为准；但新法不认为

犯罪或罪轻的，可以适用新法，即新法此时具有溯及力．我

国现行刑法就是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4．侵犯人权

的法是恶法。 【答案】正确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人权保护

以及善法与恶法的观念 【考点分析】人权是人之为人所应当

享有的的权利，人之为人是一种道德判断，人权本质上就是

一种道德权利．人权为国家实定法提供一种基础的应然的判

断依据，违背人权的国家法是恶法，自然法学派一贯主张＂

恶法非法＂． 5．司法人员首要的伦理规范是忠诚于法律，

只服从于法律。 【答案】正确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司法活

动的职业伦理 【考点分析】司法的过程就是司法权的运用过

程，司法人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恪守司法职业

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忠诚于法律，只服从法律，这是司法



活动的首要职业伦理规范。具体表现在：(1)司法权一项独立

性权力，在其之上的只有法律；(2)司法权只服从法的引导，

而不接受任何命令；(3)对司法权只能实行监督制约而不能实

行领导；(4)司法权只服从理性，而不服从任何权势和情感的

压迫。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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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