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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66045.htm 单项选择题 1．宋朝为加强中央

司法机构的控制，在皇宫中设立( )。 A.大司徒 B.《宣政院》

C.大理院 D.审刑院 【答案】 D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

的知识点是宋朝的中央司法机关。宋朝初期沿用唐制，中央

三大司法机关仍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伴随着封建集权

基本国策的实施，为了进一步加强皇帝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

制，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宫中增置审刑院，由皇帝指派亲

信大臣或高级官员出任长官知院事，职责是受理大理寺上报

案件，复核大理寺所裁断的案件，并监督刑部的复核工作，

实际上是代表皇帝控制司法，侵夺了大理寺与刑部原有的权

力。在这种模式下，全国各地上奏中央的案件，均先送审刑

院备案，再交大理寺审理，刑部复核之后，在返回审刑院，

由知院事或其属下的详议官写出书面意见，奏请皇帝裁决。

除审刑院外，宋初还设置了制勘院和推勘院等临时性审判机

构。这种司法机构的多元化虽然有利于皇帝直接操纵司法，

但其所造成的机构重叠、职权重复，使得司法程序更加混乱

。因此，审刑院最终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被撤消，其职

能划归刑部。 【注意】 司徒是西周时期官职，“掌建邦土地

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即掌农田图籍和人民户

口与教化。西汉哀帝元寿二年，改丞相为大司徒，确立了三

公制。东汉光武帝时，大司徒改称司徒，掌管民事。宣政院

则是元朝最高宗教管理机关与宗教审判机关，主管重大的僧

侣案件和僧俗纠纷案件。大理院是清末司法改革中由大理寺



变更而来的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2．明初皇帝朱元璋亲自制

定的刑事特别法律是( )。 A.《大明律》 B.《明大诰》 C.《明

会典》 D.《问刑条例》 【答案】 B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

查的知识点是明朝的立法活动。“大诰”乃“陈大道以诰天

下”之意，原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载周公东征殷遗民时

对臣民的训诫。明太祖朱元璋在经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之后

，鉴于元末法治不存的局面，奉行“刑乱国用重典”的治国

思想，因此，在颁布了基本法典《大明律》之外，朱元璋为

防止“法外遗奸”，又创制了四篇统称为《大诰》的文告。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审理案例的汇编同时附加因案而下发

的训导训令所组成，包括《大诰一编》、《大诰续编》、《

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其效力在律之上。《大诰》打

击的重点主要为贪官污吏和不法豪强，所规定的刑罚极其严

酷，其绝大部分处刑都超过了《大明律》的标准。是带有刑

事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 【注意】 《大明律》是明朝颁布

的成文法典，带有国家大法属性，不是特别法；《明会典》

主要是明代行政法律的汇编，不是专门的刑事法典；《问刑

条例》是开始于明孝宗弘治年间统一修订的判例汇编。朱元

璋在《大明律》完成之后，认为该法积三十年之经验而成，

已臻于完善，因此在临死前特作遗训，此后不得稍有更改。

但社会政治生活不断发展，律文变得不适应现实的需要。至

明中叶后，律典已经颁行近百年，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因此，明政府开始修订《问刑条例》以补律典之不足。通

过制定和修订《问刑条例》，及时对《大明律》过时的条款

作出修改，并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适时作出新的补充规定，

既维持了律典的稳定，又有利于法律的实施。但到后来，因



审判官吏舞文弄法，凭借例的灵活性，随意处断，在司法实

践中造成了“以例破律”的恶劣后果。 3．1911年清末政府公

布的第一部专门刑法典是( )。 A.《大清律例》 B.《大清现行

刑律》 C.《大清新刑律》 D.《暂行新刑律》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清末的刑律修订，答案是C。 1911

年1月25日，清政府公布的《大清新刑律》(原称《钦定大清

刑律》是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大清新刑律》

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共53章，另附《暂行章程》5条。与《

大清律例》和《大清现行刑律》相比较，《大清新刑律》在

体例上抛弃了以往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采用了近

代西方刑法典的体例，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

作为法典的惟一内容，并将法典分为了总则和分则两个部分

，因而使其成为了一部纯粹的刑法典。此外，《大清新刑律

》确立了新的刑罚制度，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并采用

了一些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和近代刑法学术语，如

罪行法定主义原则，人人平等原则，缓刑、假释、正当防卫

等等。因此，《大清新刑律》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刑法典

，标志着中国封建法律体系开始解体和近代法律体系的诞生

，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代表作。它对以后中华民国的刑事立法

也产生了长久的深远的影响。 【注意】《大清律例》是清代

的基本成文法典；《大清现行刑律》是1910年5月颁布实施，

于《大清新刑律》制定施行之前，暂时适用的过渡性法典。

它是由修订法律馆(起先是由刑部)在《大清律例》的基础上

作局部删改调整而成，共36卷，389条，附例1327条，并附有

《禁烟条例》12条和《秋审条例》165条。《大清现行刑律》

改变了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目的体例，将律文



分为三十门，并将如继承、户婚、田宅等纯属民事的条款分

出来，宣布不再科刑，以示民、刑区分。同时以罚金、徒、

流、遣、死代替原来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并废除了

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但总体说来，现行

刑律只是对《大清律例》所作的局部和形式上的修改，它还

保留了诸法合体，律例合编的体例以及诸如“十恶”等封建

法律内容，因此，它并不是一部近代意义的刑法典。《暂行

新刑律》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颁布的。北洋政府成立之

初，来不及制定新的刑事法典，因此，乃在原《大清新刑律

》的基础上，对其稍加删除而成。在内容上除删除、修改与

民国相抵触的条款外，其篇章体例与《大清新刑律》并无变

化。 4．中国近代史上由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的第

一部宪法草案是( )。 A.《钦定宪法大纲(草案)》 B.《重大信

条十九条》 C.《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 D.《中华民国宪

法(草案)》(1913)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民

国时期的宪法制定。答案为D。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现“法律制袁”目的，1913年4月成立第

一届国会，继而于1913年7月12日成立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

拟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1913年10

月31日，该草案由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天坛宪

草”是北洋政府时期是第一部宪法草案，采用了资产阶级三

权分立的宪法原则，确认了民主共和制度，体现了国民党等

在野派势力通过制定宪法来限制袁世凯权力的意图，但也因

此为袁世凯所不容，1914年1月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天坛宪草

也因此成为废纸。 【注意】此题易误选为C。《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草案)》系于1912年3月8日由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三读



通过的带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宪法性文件。 5．中国

近代史上确立“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编纂体例的政权是( )。

A.清末政府 B.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C.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D.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

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民商立法问题。答案是D 【考点分析】民

法典的编纂体例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

。世界上最早确立“民商分立”体例的国家是十八世纪路易

十四年代的法国。到1901年，瑞士将商法订入民法典内，首

创民商合一制。中国在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都采用民商分

立制，分别编定民、商法草案。1929年，顺应国际上“民商

合一”的立法趋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将以往

“民商分立”的原则改为“民商合一”原则，指导民法典的

编纂。其变更理由是：中国自古以自然经济为主，未形成独

立的商人阶层，无须单独为其规定商法；商法与民法界限不

清，重复规定有碍适用等等。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在编纂上

总体上采用了民商合一的体例，把商法的相关内容汇入民法

典，民法典不能融入的商法内容，则作为民法关系法附于民

法典后。不宜于民法统一规定的，如公司、票据、保险、海

商、银行等事宜，则由单行商事法规加以规范。 【注意】“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何种立法体例更适用于中国至今

仍是民法学界争议不断的热点问题，尚没有统一结论，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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