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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在职考生掌握考试大纲精要，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和应试，本串讲按照在职法硕考试大
纲要求的科目编排顺序分为五个部分：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民法学和刑法学，各学科
在考试试卷中所占的分值依次为60分、50分、40分、75分、75分，分数总计300分，答题时间为3个小
时。
　　从题型上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
其中，选择题属于各学科必考题型，案例分析题仅限于对民法学和刑法学的考查，论述题则针对法理
学、中国宪法学和中国法制史进行考查。
　　综观近5年在职法律硕士入学考试，在职法硕的基本命题规律为：选择题考查的知识点不仅较为
简单，而且属于重要的知识点。
案例分析题有一定难度，一般而言，民法的案例分析题集中在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行为，其中，合
同法出题频率最高；刑法的案例分析题则集中在行为性质的认定、定罪量刑、处断原则以及重要罪名
的考查上。
论述题的考查一般都属于重要理论问题，且论述题的答案都能够在考试教程中找到。
从论述题的考查对象上分析，法理学集中在法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律原则、法治与民主、
法制、法律意识、立法、执法和司法。
可见，法理学论述題考查的范围比较宽泛。
中国宪法学集中在宪法理论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上。
中国法制史论述题集中在西周、战国、汉、唐、明、清末、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
法律制度上。
　　总之，我们希望考生在阅读本书之前，能够对考试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做到有的放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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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理学　　第一章　导论　　第二节　法理学概述　　一、法理学释义　　法理学是以作为整体
的法律的共同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法学，着重揭示法律的基本原理。
法律现象千变万化，而法之“理”在一定意义上乃是具有恒久性的，法变而理不变。
法理学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全面地把法之“理”揭示出来，以指导法律实践。
法律落后，可以依法理加以改进；而法理学落后，则法律必有实质性的缺陷。
　　关于法理学体系问题，中外学者认识不完全相同。
　　从学习的角度，可以把法理学分为“初阶”与“进阶”两个部分。
“法理学初阶”主要涉及有关法学、法律及法治的知识性基本问题，具体包括“法学基本问题”、“
法律基本问题”和“法治基本问题”；而“法理学进阶”则主要涉及法律的原理性基本问题，具体由
“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论”、“法律方法论”和“法律社会论”等部分构成。
　　二、法理学与法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　　法理学与法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一方面，法理学
不仅仅是法学中的基础性学科，它还是对古今中外各种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抽象，主要承
载着解决人们法治观念层面问题的功能，由此指导各个部门法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法理学的研究也离不开部门法学。
法理学从来都不仅仅是法理学家自己的事业，而是整个法学界的事业。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结合点。
具有抽象性特征的法理学，虽不能像部门法学那样以立竿见影的功效直接服务于法律实践，但法理学
的抽象性并非空想性，而是具有源自丰富法律实践的坚实基础，对于社会法律实践具有强劲的指导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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