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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72804.htm 纵观今年大纲变化，综合科大

纲的变化可谓是最大。在法理方面，增加了“当代中国法律

体系的特征和构成”、“守法的原因和守法的态度”以及增

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结局有很高的可考性并且

很可能会出论述题。综合课的分值在法硕专业课的考试中依

然是150分，其中法理学、宪法、法制史的分值依然没有变化

，法理学占60分，中国宪法学占50分，中国法制史占40分，

试卷中各种题型所占分值如下：单项选择题45分，多项选择

题36分，简答题24分，分析题30分，论述题15分。在综合科

中法理的分数是一支独秀，所以对法理学的全面掌握是取得

综合科成绩的关键，另外，法理学的理论性很强，又是对一

些只是很难把握，这样我们就要结合09年考试大纲，进行一

些有益的分析，使考生更能深入的理解这门学科。首先，要

从历史看未来，先看一看法理学的历年考查情况来分析09年

的考试方向 一、结合最新考试大纲，预测考试方向 相对于基

础课考试大纲的变化，今年综合课的考试大纲变化可以说是

重要知识点有变化，尤其是法理学的变化，增加了“当代中

国法律体系的特征和构成”、“守法的原因和守法的态度”

以及增加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知识点有很高的可

考性并且很可能会出论述题。从它增加的考点可以看出，综

合课的考试将会越来越全面，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另外，从

历年考题可以看出，综合课的考试越来越重视综合能力的考

查，越来越多的题不是单独的考察一个知识点，而是把相关



的知识点结合起来一起考查，尤其是法理学的知识很容易与

其他学科的知识点相结合起来，考察考生的综合能力，另外

，法理学的考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与现实社会有很大

的结合，所以，今年的考试也会如此，这就要求考生在学习

中要注意总结，提高运用相关的法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并且

要对一些重要的知识点加以运用来提高自己的综合运用能力

。 另外，今年变更的知识相对来说较重要，所以要对增加和

调整的考点进行分析并对出题类型作出预测及指导，对当代

中国法律体系的特征和构成要理解记忆，可能出所有题型；

守法的原因和守法的态度这个新增的知识点可能会出选择题

，别的提醒的出题可能性不会很大；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

些知识点有很高的可考性并且很可能会出论述题。 二、针对

考试大纲，梳理分析法理学重要的知识点 从今年的考试大纲

来看，知识点只有增加，没有修改和删除，估计新增知识点

考查的可能性会很大，结合09年考试大纲，来梳理归纳一下

法理学重要的知识点：法的本质：知道非马克思主义法学关

于法的本质的学说(神意论认为法是神的意志的体现；理性论

认为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自然法高于实在法；规范论认为

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是以制裁为后盾的行为规则；民族精

神论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社会控制论认为法是社会控

制的工具)，知道它们的代表人物，记忆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

关于法律本质的学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法

律所体现的意志由社会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法律所

体现的意志也受经济以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律的基本特征

：知道法律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具

有规范性；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具有国家意



志性和普遍性；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具有

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

范，具有国家强制性和程序性)，对每一个特征都要记忆理解

；法的起源：知道法起源的原因，了解法起源的经济因素和

法起源的政治因素。理解记忆法起源的一般规律(法由个别调

整逐步发展为规范性调整；法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

法由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混为一体到相对独立)；法的作用

：记忆理解法的作用的定义和法的作用的实质；重点把握法

的规范作用与法的社会作用的关系(从法是一种社会规范看，

法具有规范作用；从法的本质和目的看，法具有社会作用。

这两种作用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法的规范作用：知道法的

规范作用有哪些(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

和强制作用)，对每种作用都记忆理解；对当代中国法律在建

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全面理解把握；法律制定：对

法律制定的定义和法律制定的特征要记忆理解；法律制定的

原则：知道法律制定的原则有哪些，这些原则该如何理解要

重点把握；法律制定的原则有：合宪性与法制统一原则(法律

制定的依据、权限、程序等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科

学性原则(法律制定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总结借

鉴与科学预见相结合)、民主性原则(法律制定必须从最大多

数人的最根本利益出发；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具有民主性)；

法律的效力：知道什么是法律效力，把握我国在法律对人的

效力(我国法律对人的效力遵循以属地主义为主、以属人主义

和保护主义为补充的原则；我国法律对中国人的效力；我国

法律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效力)、法律的空间效力(法律的

空间效力的概念；法律的域内效力；法律的域外效力)、法律



的时间效力(法律的时间效力的概念；法律生效的时间；法律

效力终止的时间；法律的溯及力)方面的有关规定；理解法律

体系的概念和构成；理解和记忆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了解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知道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由宪法、行

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

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构成；法律规则：对法

律规则要全面把握，对法律规则的定义、法律规则的特点、

法律规则的种类(授权性规则与义务性规则；强行性规则与任

意性规则；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法律规

则的结构(法律规则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构成)

都要看细看懂；法律原则：知道法律原则的定义，重点把握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知道法律原则的种类(政策性原

则与公理性原则；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实体性原则与程序

性原则)，能够明确界定某一原则的种类；法律渊源：知道法

律渊源的概念，了解法律渊源的分类(法律的正式渊源：制定

法、习惯法、判例法、国际条约等；法律的非正式渊源：正

义标准、理性原则、公共政策、习惯、学说等)，了解当代中

国的法律渊源(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制定法，包括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规章

、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法律分类：知道法律的一般分

类(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根本法与普通法；

一般法与特别法；国内法与国际法)和法律的特殊分类(公法

与私法；普通法与衡平法；联邦法与联邦成员法)，能够准确

界定法律的归属；执法：把握执法的定义和执法的特点，重

点把握执法的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讲求效率原则)，对每一

个原则都要理解；司法：把握司法的定义和司法的特点，重



点把握司法的原则(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司法机

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

则)，对每一个原则都要理解；守法：知道守法的定义和守法

的意义，对守法的构成要素(守法主体、守法范围、守法内容

、守法状态、守法的态度)都要了解；法律解释：对法律解释

要全面把握，记忆理解法律解释的定义和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能够明确界定法律解释的种类，法律解释的分类包括法定

解释与学理解释和限制解释、扩充解释和字面解释，记忆理

解法律解释的方法(文法解释、逻辑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

释、目的解释)，对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要全面把握[立法解

释、司法解释(包括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行政解释]；法律

推理：对法律推理的定义和法律推理的特征记忆理解；对法

律推理方式[形式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等)和实质推

理(辩证推理)]要理解；法律关系：对法律关系要全面把握，

对法律关系的定义和法律关系的特征要记忆理解；知道法律

关系的分类(基本法律关系、普通法律关系与诉讼法律关系；

平权型法律关系与隶属型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法

律关系)，能够明确界定法律关系的种类；知道 法律关系的构

成要素有哪些，对法律关系的主体要知道法律关系主体的概

念，知道法律关系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社会组织、

国家，知道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如何界定；

对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知道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含义，重点

把握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相互关系，对法律关系的客体要

知道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知道法律关系客体包括物、行为

、精神产品(非物质财富)、人身利益；知道法律关系的产生

、变更与消灭的条件，包括抽象的条件和具体的条件，知道



法律事实的概念，知道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的含义，能够明

确界定它们；法律责任：把握法律责任的定义，知道法律责

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违宪责任四种，直

到每一种的适用情况和功能；知道法律责任的构成因素有哪

些(责任主体、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

，把握每个因素的含义，重点把握归责的概念和归责的原则

，对归责的每个原则都要理解，重点把握免责的概念和免责

的条件，对每个免责的条件都要理解；法律制裁：知道法律

制裁的定义，重点把握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关系，知道法

律制裁的种类(法律制裁包括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

、违宪制裁)，能够界定一个制裁的种类；法治国家：把握法

律与国家的一般关系，记忆理解国家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和法

律保障国家职能的实现的表现；重点把握法治的基本原则(权

利保障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对每个原则都要记忆理解；知

道法治国家的标志(完备而良善的法律体系；严格的执法体制

和公正的司法体制；健全的法律监督制度；高素质的执法、

司法人员；较高的全民的法律意识)，知道法治国家的条件(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高度的民主政治体制；全民较高的文

化素养)，把握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把握依法治国

的含义、必要性、意义和措施；在这些重点只是把我的基础

上，一定要注意今年大纲的变化，还要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注

意与部门法和社会现实相结合，善于用法学理论分析社会现

象！ 三、理论学习的方法和路径 对法理学来说，首先要明白

法学理论的意义、本质和原因，还要善于与一些部门法相结

合进行学习，法理学的理论大部分是从部门法中抽象出来的

。其次要有一些好的学习资料和指导学习的资料。在复习时



，要按照新大纲《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

试大纲》从整体上把握这门课的基本框架和逻辑结构。要按

照考研大纲的要求，对法理学科所涉及的知识进行整理，初

步形成知识点的网络结构。在熟练掌握这门课基本内容的基

础上，要重点归纳理解基本原理。然后要分析相关的真题和

作一定的练习，逐步达到会灵活运用。学习某一具体的原理

时，要注意结合有关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事实，通过深入分析

背景资料和这些事实，弄清这一原理的形成过程、重要影响

和历史作用；注意联系实际，学会运用这些原理对某一实际

问题进行分析，以加深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把握

好一些原理，在学习法学知识的时候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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