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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试题要

求的。 1.西周时期审理案件时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方

式被称为 A.五刑 B.五听 C.五过 D.五判 2.秦国关于司法机关治

狱程式、调查勘验等方面的制度规定在以下哪个法律形式中

A.法律答问 B.封诊式 C.廷行事 D.令 3.汉朝的行政体制在中央

实行“三公九卿”的制度，其中的“三公”不包括 A.丞相 B.

太尉 C.廷尉 D.御史大夫 4.在中国法制史上，最终废除官刑的

是在 A.曹魏 B.北周 C.隋朝 D.北齐 5.唐律在处理化外人犯罪时

，对于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的犯罪，实行 A.属人主义原则 B.

普遍管辖原则 C.属地主义原则 D.保护原则 6.折杖法创立于 A.

宋朝 B.唐朝 C.明朝 D.隋朝 7.宋朝统治者担心民事诉讼影响农

业经济发展，规定民事诉讼受理时间的制度称之为 A.翻异别

推 B.务限法 C.鞠谳分司 D.春秋决狱 8.“奸党”罪是下列哪个

朝代创设的罪名 A.唐朝 B.宋朝 C.明朝 D.清朝 9.清政府针对中

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称为 A.则例 B.

会典 C.附例 D.律例 10.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的专门刑

法典是 A.《大清现行刑律》 B.《中华民国刑法》 C.《暂行新

刑律》 D.《大清新刑律》 11.1864年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

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特殊的审判机关，称为 A.领事

裁判 B.观审处 C.会审公廨 D.审检合署 12.在中国近代，将“

解释例”作为审判的根据，始于 A.清末 B.北洋政府时期 C.南

京临时政府时期 D.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3.在《中华民国民法》



中，最能体现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 A.总则篇

B.债权篇 C.亲属篇 D.物权篇 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省、县

、区各级司法审判机关的名称是 A.裁判所 B.司法处 C.裁判部

D.各级人民法院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

中，有二至四个选项是符合试题要求的。多选、少选或错选

均不得分。 1.关于唐律的特点，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A.体现了

“礼法合一”的精神 B.科条简要 C.用刑持平 D.立法技术很高

2.宋朝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表现在 A.折杖法 B.刺配 C.

廷杖 D.充军 3.清末修律的主要成果包括 A.《暂行新刑律》 B.

《大清新刑律》 C.《大清现行刑律》 D.《大清民律草案》 4.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有 A.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B.规定减租交租政策 C.土改的原则是依靠雇农，团结中农，

保护工商业者，正确对待地主富农 D.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三、

分析题：要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回答问题。 请对下列文

字进行简要分析。 “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

，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 《唐律疏议贼盗》 参考答案 一

、单项选择题：1.B 2.B 3.C 4.D 5.C 6.A 7.B 8.C 9.A 10.D 11.C

12.B 13.D 14.C 二、多项选择题：1.ABCD 2.AB 3.BCD 4.AC 三

、分析题： （1）这段文字的含义是：凡是盗罪经决断后，

仍然继续行盗，如果前后三次都应判处徒刑，不是以其中一

个重罪处罚，而是处以流刑二千里；如果前后三次所犯罪行

均应处以流刑的，则处绞刑。（4分） （2）这段话说明的是

唐代刑罚适用原则中的累犯加重原则。唐律中的累犯，一般

都指三次以上犯徒罪或流罪。因其多次犯罪，社会危害性较

大，故唐律采用累犯加重处罚，一般是增加刑等，徒刑变流

刑，流刑变死刑（绞）。（3分） （3）这段话反映出唐律严



厉打击盗罪的累犯，也说明唐律规定的完备，不但表明唐代

对犯罪处罚得当，而且反映了唐代立法技术的完善。（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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