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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_E5_85_A8_c80_644139.htm 近日，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法

律硕士（非法学）考试大纲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出来与大家见

面了。由于本次大纲相比于其他专业晚了很久，这就使得大

家对本次大纲有了更多的关注和联想。那么，本次大纲究竟

有哪些变化，针对这些变化我们考生又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海文专业课法硕教研团队在诸多知名法学专家的指导下对本

次大纲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以期能为广大考生做一个系统

的解读，减少复习中的困惑；同时，我们也为考生提出了一

些复习的建议，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第一篇：综述 一、

法硕联考的特点和考试大纲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模式比较成熟

的考试，法律硕士联考已经有了自身的特点，比如涵盖面广

、考查知识点细、时效性强、专业课部分重点恒重等，对于

这些特点很多专家和老师都已经论述过很多，大家也都比较

熟悉，在此我们不再赘述。 考试大纲的重要性，这个似乎不

需赘言，说它是航行中的灯塔应该一点也不为过。通过对大

纲的解读，我们可以把握考试的重点，从而避免眉毛胡子一

把抓。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考试大纲就是这么

一把利器，应用好它，才能在考研的这个独木桥上杀出重围

，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考试大纲考查目标分析 纵观大纲考

查目标中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大纲对考生的要求有：再认

和再现、理解和掌握、运用、综合运用、使用等。 再认和再

现，这是记忆中的两个层次，其中再认一般是指对于自己以

往记忆的事物，在再次见到时能够辨认出来；再现则是指在



没有见到而只是收到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刺激时能够想起原来

记忆的事物。 理解和掌握，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运用、

综合运用和使用，其实区别并不太大，我们在下文中再分别

予以分析。 对于专业课，考查目标共有5项，相比综合课多

出来的是第1项，即再认和再现，其对象是刑法学和民法学的

基本知识。在理解和掌握方面上，刑法学和民法学的对象是

重要概念、特征、内容和其法律规定，综合课部分则是基本

概念、特征和基本原理。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对于专业

课，由于刑法和民法是理论的海洋，知识点较多，故而对其

基本知识仅仅要求能够认知，对其重要概念才要求理解和掌

握；而综合课部分，由于其理论并不复杂，或者我们可以说

除了法理学较为难懂之外，宪法学和法制史部分一般都是记

忆性的内容，故而大纲对其基本知识要求了理解和掌握。 在

运用上，专业课部分第3项要求运用相关原理来解释和论证某

些观点，明辨法理，这主要是针对辨析题而言的，要求是通

过解释和论证达到明辨法理的目的，可知其要求并不是很高

，考生大可不必感到手足无措以至于无从下手，这一点我们

在后文中再予以论述。综合课部分的运用，是要求对给定材

料进行分析处理并正确评价，可知只要考生能够准确提炼出

材料中的信息，找出其关联的知识点和理论，同时对其进行

了正确的定性和评价，就算是达到了要求。 综合运用方面，

专业课部分要求是结合生活背景和特定法律现象，分析、评

价有关案件和事件，并找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综合课则

要求综合运用三科的基本知识和原理，对我国现实法律现象

和法治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可见

，两者的区别在于，专业课更倾向于具体案件的分析和处理



，其案例大多是单科性的，即刑法案例不涉及民法知识，反

之亦然；而综合课则倾向于较为宏观现象的分析，其要求是

综合三科的知识对一个现象予以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在复习

和应试中区别两者的特点，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 使用

上，专业课和综合课的考查目标差别不大，无非是运用专业

术语进行一些符合逻辑的论证，要求是四项即使用专业术语

（综合课中还要求法律思维）、论述有据、条理清晰、符合

逻辑，看起来很抽象，其实并不难。所谓使用专业术语，就

是要使用一些相关学科的名词，论述有据也就是在论证的时

候要找到合适的论据，符合逻辑和条理清晰就更简单，无论

是总分总、分总还是总分结构，只要论述时分开层次，每个

层次专注于一个小点即可。 上述只是根据专业课和综合课的

不同特点，对两者的考查目标做了一个大致的分析，当然它

们内部还是有别的不同，比如刑法学和民法学虽然都是专业

课部分，但其肯定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这些我们将在各

个科目的分析中予以论述，敬请关注。 三、考点变更分析 在

本部分，我们将最新的考试大纲和去年的予以对照，找出其

知识点的变化之处。 （一）刑法学部分 刑法学部分变化不大

，甚至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变化，考生遵循其“重点恒重

”的原则掌握重点内容即可。同时应当关注立法层面的变化

。 第三章第三节中对刑法因果关系一词的使用略有变化，但

该知识点并无实质变化； 第六章第二节中将“继续犯的意义

”这一知识点改为了“继续犯的法律后果”，但是从考试分

析一书中来看，这个知识点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变化，仍然是

讲的继续犯的意义；第三节中同样是将连续犯的意义改为了

连续犯的法律后果。 （二）民法学部分 民法学部分基本上没



有变化。 （三）法理学部分 第二章第一节中删除了对第二、

第三两个知识点的简述，实质上并无变化； 第五章第一节中

，在我国的立法体制中，大纲将“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是一

元制多层次的立法体制”改为了“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

其考点并无实质变化； 第九章第二节执法的原则增加了合理

性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两个知识点。 （四）宪法学部分 第一

章第一节新增“宪法与宪政”考点，包括两个方面，即宪政

的含义，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第二章第三节将“中国的违宪

审查制度”改为“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包括其内容和制

度完善两个方面； 第三章第三节选举制度，考点三选举的民

主程序中新增“辞职”； 第四章第一节，新增“国籍的概念

”这一知识点； 第五章第二节，新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会议制度”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制度”

两个知识点。 （五）中国法制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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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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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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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考试预测及相关建议 综合看来，今年的考试大纲相比于

去年，并无太大的变化，尤其是专业课部分，综合课部分虽

有变化，但都是一些细微的知识点的增减，对于整个考试来

讲影响不大。考生总体的复习计划无需做大的调整，在复习

的时候对新增考点予以加倍注意即可，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

样，对于考试大纲中新增的考点无论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



为过，所以对新增的考点一定要彻底掌握！ 同时在备考过程

中，大家一定要分清各个科目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展开复习

，有的放矢才能事半功倍，万万不可不分重点，眉毛胡子一

把抓，切记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一）刑法学部分 首先必须

明确一点，即刑法学的重点部分集中在总则中，我们甚至可

以说，刑法总则处处是重点，处处是考点，一定要彻底吃透

，理解掌握！海文认为，每个考生手中都应该有一本刑法法

条，并建议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读法条总则部分，能背诵

当然更好。 总则之外，大家应当对分则中的重点罪名予以掌

握，比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强奸、拐卖妇女儿童

、抢劫、盗窃、抢夺、诈骗、贪污贿赂、交通肇事等等，对

这些罪名不但要准确掌握其构成特征，还要能准确地区分此

罪与彼罪。海文建议考生在复习的时候熟悉刑法条文中各重

点罪名的表述。 总之，对于刑法“重点恒重”是确定的，考

生应当将精力放在总则和重点罪名这两个方面上。 （二）民

法学部分 民法和刑法一样，是理论的海洋，同时其复杂程度

甚至超过刑法。考生在复习的时候应力求掌握通说，以指南

和考试分析为准；如果想增强自己的理论水平，可以适当地

看些相关的民法著作，但是就法硕联考来讲，指南和考试分

析足矣，大可不必再费精力去看别的教材。 在知识点上，民

法比较散乱，但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板块，即总则、合同、物

权、婚姻家庭、继承、知识产权，其中又以总则、合同和物

权三部分最为重要。海文认为《民法总则》、《合同法》、

《物权法》这三个法条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并要经常翻阅，

熟悉其内容，对于比较重点的条文，建议背诵。 在整体复习

的基础上，考生应当能够在脑海中建立其民法知识的大致框



架，比如提到总则，应当把握住其主要脉络，即人法（该词

用法不严谨，只是方便记忆用，指的是对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相关规制）、行为法（这又包括民事法律行为、由

相关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代理）、时效和期间、

侵权责任（由于我国没有制定侵权法，所以这部分集中在民

法总则中）等。 合同法部分，则要重点掌握总则部分，同时

对分则中相关有名合同的特征以及特殊制度要予以掌握。物

权法部分，其脉络比较分明，就是所有权、担保物权、用益

物权、占有四个板块，在掌握住这些基本的内容之外，考生

要掌握权利变动的具体规定，比如善意取得制度。婚姻家庭

、继承和知识产权部分知识点以识记为主，较为简单，比较

容易掌握，此处不予赘述。 （三）法理学部分 对于没有接触

过法学的法硕（非法学）考生来讲，法理学部分比较难理解

，但这一部分是比较基础的，掌握了法理学的基本知识后再

去学习其他部门法，理解起来会省力很多。 对这部分，海文

建议考生以理解为主，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紧紧抓住指南

和考试分析上的知识点。 （四）宪法和法制史部分 这一部分

知识点比较零散，而且大多都是识记性知识，以背诵为主。

海文建议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予以重点记忆，尤其是最后一

两个月中更是如此。 （五）总体复习建议 海文建议的复习步

骤是：第一遍，以考试大纲和配套练习为重点，掌握基本的

知识；第二遍，以考试分析为主，加深对知识点的掌握，重

点掌握重要的知识点，攻克难点；第三遍，以模拟试题（人

大版）为主，综合检验；第四遍，以最后四套题为主，查漏

补缺。如果时间不足，也可以将前两个阶段合而为一。同时

，考生应当切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一定要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法硕分

为了法学和非法学两个模式，万学海文认为这个问题在目前

的情况下对大家的复习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建议大家关注

自己所报考学校的招生简章，将主要精力放在复习备考上，

不要为这些琐事过多分心。 相关推荐： 法律硕士笔记重点详

解之法制史资料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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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