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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3356.htm 1．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法律规

则构成要素的是( )。 A．假定 B．行为模式 C．法律后果 D．

概念 【答案】 D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本题主要在于区别法

律规则的构成要素和法的构成要素。 【考点分析】 本题主要

考查对法的三要素和法律规则三要素的掌握情况。法的要素

是指构成法的基本元素。法的要素包括：法律规则、法律原

则和法律术语。 法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具体规定人

们的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行为规范，

其逻辑结构分为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及法律后果三要素。A

、B、C三项均属于法律规则的构成要素，而不是法律的构成

要素。 2．对法律所体现的国家意志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

是( )。 A．国家的历史传统 B．国家的阶级结构 C．国家政权

的组织形式 D．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答案】 D 本题考

查的知识点是：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 【考点分析】 本题关

键要考查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也即法的规律性与法的国

家意志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一种特殊的

社会规范，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其国家意志性，即法是由国

家制定或认可的。诚然国家的历史结构、国家的阶级结构和

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都对法律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有这样或那

样的作用和影响，然而法的内容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

件决定的，法律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最终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

的制约。法是一种意志，意志是什么？又从何而来呢？意志

是一种有目的的意识，是主体的思维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



点，社会意识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法作为上层建筑的

组成部分，也是以经济基础为核心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物质生活条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生命的个人生存必须具

备的自然条件，包括：地质、地理、气候条件及其人们所遇

到的其它条件；另一类是人们自己活动所创造的条件，包括

物质资料的生产、新需要的产生、人口的生产以及由需要和

生产方式决定的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所以，从根本上看，

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自己存在的社会依据。从根本

上说，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而是在发现法律，表述法律

。是将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包括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亲

属关系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规范、社会需

要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并运用国家的权威力量予以保护。所

以，法的本质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中。 3．

最早依法建立和维护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法律是( )。 A．奴隶

制法 B．封建制法 C．资本主义法 D．社会主义法 【答案】

C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的历史类型及其内容和特点 【考

点分析】 是与社会历史形态相联系的概念，根据法所依赖的

经济基础和阶级本质的不同，对法所做的一种历史分类。实

质就是法的一种分类方式，标准：经济基础和阶级本质。人

类历史上已经有的法的历史类型形态包括：奴隶制法、封建

制法、资本主义的法和社会主义的法。奴隶制法是人类历史

上最早出现的剥削阶级类型的法，奴隶制社会的阶级结构主

要是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二者之间是赤裸裸

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封建制法是封建地

主阶级意志的体现，其意志内容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



和等级特权，保证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制法和封建制

法的典型特征是特权和专制，不可能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

，也就不可能存在代议制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是以反对封建

特权等级的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最早宣扬平等、自由、

法治，鼓吹保障人权。资产阶级法首创代议制民主制度，以

表明它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其本质仍然是剥削阶级类型的

法，代表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在人类

社会最早建立和维护了代议制民主制。 4．一个国家全部法

律部门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是( )。 A．立法体系 B．法律

体系 C．法学体系 D．法系 【答案】 B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法律体系相关概念辨析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立法体系、

法律体系、法学体系和法系这几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立

法体系一般有两种含义1．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具有

不同等级效力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体系。2．国家机关制

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体系，即国家立法权的划分体系(就

是何种主体享有何种立法权限的问题)。法学体系，又称法学

分科的体系，即法学各个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

体。其中心问题是法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划分。法系是指根

据法的历史传统和外部特征的不同，对法所做的分类。凡属

于同一传统的法律就构成一个法系。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的部

门法体系，即将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根据一定的标准和

原则划分成不同的法律部门，并由这些法律部门所构成的具

有内在联系的同一的整体。 5．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当代中

国法律渊源的是( )。 A．判决书 B．地方性法规 C．规章 D．

国际惯例 【答案】 A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当代中国的法律

渊源 【考点分析】 法律渊源是指法律的来源。法律渊源有正



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之分；法律的正式渊源是指可以从官方

法律文件中的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即宪法、法规、

行政规章、司法先例等。而法律的非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具

有法律意义，但尚未在正式法律文件中明文阐述或体现的资

料和措施，如正义、原则、平等、道德信念、社会倾向等等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包括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规范

性文件、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有关国际条约和惯例。

当代中国法的非正式渊源包括习惯、案例、公平和正义的观

念和权威性的法学著作等。案例不同于判决书，案例属于法

律的非正式渊源但是判决书不是法的正式或非正式渊源。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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