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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3360.htm 1．关于法律起源一般规律的表

述正确的是( ) A．由无强制性规范的调整发展为有强制性规

范的调整 B．由个别调整逐渐发展为规范性调整 C．由以原

始社会的习惯发展为习惯法再发展为判例法 D．由公法为主

发展为公法和私法并重 【答案】 B [考点)法律起源的一般规

律 【考点分析】 尽管世界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但是法的产

生都有一般规律可循。概括而言，法产生的一般规律有如下

几个方面：法的产生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法的

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

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长期发展过程；法的产生经历

了与道德、宗教等社会规范从融合到分离的过程。 2．下列

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有法律责任就必定会受到法律制 B．

违反道德的行为必定为违法行为 C．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属于

社会监督 D．法律原则具有可操作性较强、确定性程度较高

的特点 【答案】 C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律责任的实现方

式、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社会监督、法律原则等综合知识。 

【考点分析】 法律责任是指因为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

，或者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

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分为补偿性方式或制裁

性方式。法律制裁仅仅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实现形态。道德和

法律调整人们行为的范围不同。道德所调整的人们行为规范

的范围比法律更为广泛，所以违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是违法

行为，。法律规则具有可操作性较强、确定性程度较高的特



点，而法律原则相对于法律规则来说则具有综合性、不确定

性。政党、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的监督属于社会监督，中国

共产党也是政党，它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也是社会监督。 3．

下列选项中可以成立的是( )。 A．西方的理性论认为自然法

高于实在法 B．判决书等．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反复被适

用 C．法律事件是指与人的意志无关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

产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 D．法律制定的科学性原则要求法

律必须从最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出发 【答案】 C [考点] 法

学理性论、判决书的效力、法律事件、法律制定的科学性原

则等综合知识 【考点分析】 西方法学流派中的理性论认为法

具有最高理性，他们并不同意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法具有最

高理性，自然法高于实在法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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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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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的判决书属于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没有普遍约束力，

不能被反复适用。法律制定的科学性原则要求法律制定遵从

理性化、合理化、主观符合客观；社会主义法律制定所追求

的一种目标是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法律事实法律

上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并引起

一定法律后果的客观情况，我们称之为法律事实。法律事实

分为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两类。(1)法律事件是指法律规定的



，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不以人的意志支

配而产生的一种客观现象。法律事件分为自然事件和人为事

件。前者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出现的客观事实，如，

人的出生、死亡、地震、洪水灾害等；后者是指由当事人以

外的人引起的事件，如，战争、戒严、废除法律。(2)法律行

为法律规定或调整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

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 4．关于法治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法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 B．法制比法治更强调实质

意义上的法律至上、权利保障的内涵 C．古希腊的柏拉圈认

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D．实行法治表明公民的一切

权利都由法律加以保障 【答案】 A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

治的内涵 【考点分析】 法治是指统治阶级以法对国家权力的

制约，以有效地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

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法治比法制更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至

上、权利保障的内涵。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是

亚里士多德，不是柏拉图，后者实际上有一个观点认为：人

治是第一等好的，法治是第二等好的，人们退而求其次，才

选择法治。法治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防止国家权

力侵害公民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但权利的实现并不一定

需要国家权力的干预．只有权利受到侵害且需要公力救济时

，才需要运用法律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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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