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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6_B3_95_c80_644130.htm 一、中国法制史的总体框架 法

学法硕，在法制史上的要求与法硕(非法学)的要求一摸一样

，这是不同于它与其他四门课程的一大特点。那么根据大纲

的要求和历年的考题来看，法制史的课程主要可以分为几大

部分，即夏商周阶段的法律制度、秦汉法律制度、三国魏晋

时期法律制度、唐宋法律制度、明清法律制度、清末改律及

民国立法部分、根据地时期立法等几大块。而各个时期的重

点知识又可以是从立法状况、司法制度、机构设置、典型刑

罚(如奴隶制五刑、封建制五刑等)等。根据上述分析，我们

可以看到，法制史的学科特点就是历史性比较强，知识点比

较分散，而且涉及到很多古代的知识，所以学起来比较费力

，对于学法的人来说有点勉为其难。不过，法制史所占分值

不高，而且考题比较简单，这给我们的复习备考降低了点难

度。 二、中国法制史的考试特点 中国法制史的学科性质和知

识点的分散性决定不可能出现案例分析题，但是不排除分析

论述题的可能性，这就给我们的复习带来了方便，在这一点

上，我们要从以前的法律硕士的考题中去找命题线索。 我们

认为法制史的命题变化不会太大，变化指点就是选择题数量

下降，对于命题的题型影响不大。 三、中国法制史的大纲变

化 既然法学法硕与法律法硕的考试对于法制史的要求是一样

的，那么我们就要研究2010年考试大纲与2009年考试大纲的

变化点，须知：大纲修改之处往往就是考题所在。 其具体变

化为： 1、第四章第一节，刑事立法部分新增考点“犯罪与



量刑”，删除考点“蒙汉异法”，但对于元朝的蒙汉异法，

考生仍要有所了解，因为这体现在其立法指导思想中. 2、第

四章第一节，新增考点“行政立法”，包括中枢和地方行政

机构，科举制度的变化，监察制度的发展三个子考点. 3、第

五章第四节，民商事立法部分新增考点“商事立法”，司法

制度部分新增考点“诉讼审判制度”。 大纲的变化点，虽然

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历史沿革上的意义，但是它毕竟从一个方

面给我们指明了复习的重点。 四、中国法制史的重点知识梳

理 要想在学习法制史的过程中思路清晰，首先要把下面这个

历史朝代歌烂熟于心，因为以历史朝代为线索，才能对法制

史的内容做出有序的梳理。 夏商与西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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