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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综观近十年法律硕士全国联考，在业务课考试中，与法条相关的试题一直占很高的比例。
因此，对法条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
从考试命题的角度看，第一，由于指定教材的局限性、理论上对于某些问题的争论以及 法条本身的明
确性，直接考查法条内容便成为出题的首选。
所以考生对于法条，特别是重要 法条应当熟练掌握。
第二，目前法学知识偏重于解释性法学，教材多是对法条的解释与说  明，法条是“主人”，教材是
“仆人”。
因此，只有熟练掌握法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才能更好地掌握书本知识。
第三，历年法硕联考中，直接和间接考法条的试题比例很高。
如专业课试  题中，除了法条分析题和案例分析题直接涉及法条，客观性试题中涉及法条的比例也很
高。
因此，学会熟练应用法条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方能顺利通过法律硕士业务课的考试。
从学习和研究的角度来看，法条是对法学理论的一种浓缩和提炼，例如，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
》中的第24条就是对人权理论的浓缩和提炼；《合同法》第49条就是对表见代理理论的升华。
因此，掌握了法条的精要，就掌握了理论的精髓。
从知识点涵盖的范围上看，法条囊括了各种知识点。
例如，当我们复习《合同法》第68条时，就会发现该条文囊括了如下诸多知识点：不安抗辩权中止履
行的四种适用情形、不安抗辩权行使的主体（先履行方）、不安抗辩权行使的条件、无确切证据中止
履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违约责任）等，而这些知识点恰恰是法律硕士联考的重点。
从学习方法上看，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法条是学习法学的正确方法。
例如，对于累犯概念的理解，考生首先应该了解刑法对累犯是如何规定的，然后再考虑有关累犯的其
他知识点。
不能想象，对刑法中有关累犯的规定一知半解的考生，会熟练掌握累犯的其他知识点。
可见，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学习方法实不可取。
本书按照《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的要求和顺序，将法律硕士联考中的核心法条列举出来，先从正
面进行释解分析，然后从反面找出相关易混淆、易出错的内容，并指出各种出题思路。
同时，还依据核心法条，列举了历年真题范例，提供了相关试题练习。
本书除了对刑法学、民法学、宪法学的重要核心法条进行释解以外，还对中国法制史经典古文进行了
分析释解，同时对综合课中法理学的论述题予以总结概括，将经典论述题进行分析释解，给出答题要
点。
这无疑有助于考生全面复习法律硕士联考业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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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硕士联考重要法条释解》按照《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的要求和顺序，将法律硕士联考
中的核心法条列举出来，先从正面进行释解分析，然后从反面找出相关易混淆、易出错的内容，并指
出各种出题思路。
同时，还依据核心法条，列举了历年真题范例，提供了相关试题练习。
　　《法律硕士联考重要法条释解》除了对刑法学、民法学、宪法学的重要核心法条进行释解以外，
还对中国法制史经典古文进行了分析释解，同时对综合课中法理学的论述题予以总结概括，将经典论
述题进行分析释解，给出答题要点。
这无疑有助于考生全面复习法律硕士联考业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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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刑法学一、导论二、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三、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四、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五、共同犯罪形态六、单位犯罪七、刑罚的概念和种类八、量刑九、刑罚执行制度十、刑罚消灭制度
十一、危害国家安全罪十二、危害公共安全罪十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十四、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十五、侵犯财产罪十六、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十七、贪污贿赂犯罪十八、渎职罪
第二部分 民法学一、民法概述二、公民三、法人和其他组织四、民事法律行为五、代理六、诉讼时效
七、物权总则八、所有权九、他物权十、债权概述十一、合同十二、人身权十三、知识产权十四、婚
姻家庭和继承十五、侵权责任第三部分 宪法学一、宪法的特征二、宪法的基本原则三、中国违宪审查
制度四、中国国体与政体五、我国的经济制度与“三个文明建设六、我国的选举制度七、爱国统一战
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八、行政区划制度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十、特别行政区制度十一、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十二、公民与国籍十三、平等权十四、政治权利和自由十五、宗教信仰自由十六、人身
自由十七、财产权十八、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十九、公民的基本义务二十、外国人的权利保护二十一、
中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二十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三、国家主席二十
四、国务院二十五、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二十六、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附一 中国法制史经典古文释解
附二 法理学经典论述题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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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本条规定的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在制定1979年刑法时没有规定刑法的基本原则，1997年3月4日修订后的刑法在第3条明确规定了该
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最基本、最显著的原则，是理解刑法基本特征的关键。
2.内容：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要求罪和刑
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不仅仅是看行为有什么样的社会危害后果以及社会危害后果是否严重。
关键要看该种行为构成犯罪有无法律的明文规定。
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不允许
法官自由擅断。
具体要求表现为：①禁止类推解释；②排斥习惯法，即实行成文法；③排斥绝对不定期刑，我国刑法
确定的是相对确定法定刑主义；④禁止事后法即禁止重法溯及既往，我国刑法在时间效力上实行的是
从旧兼从轻原则。
（2）明确化：1）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
2）刑法条文必须用清晰的文字表述确切的意思，不得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
3.表现：该原则在刑事立法中具体表现为：（1）《刑法》第13条明文规定了犯罪概念，为区分犯罪与
非罪行为确立了总的标准；（2）《刑法》第14条至第18条明文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为认定犯
罪提供了一般的规格和标准；（3）刑法分则条文对每一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作了明确规定，为认定
个罪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4）在《刑法》第32条至第35条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即5种主刑、3
种附加刑以及对犯罪的外国人单独适用的附加刑，为依法处刑提供了根据；（5）明确规定了量刑的
原则，包括《刑法》第61条规定的一般量刑原则以及具备各种法定情节的量刑原则，如自首、立功、
累犯等；（6）刑法分则条文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对个罪的正确量刑提供了具体的
法律标准。
该原则在司法中适用表现为：（1）司法机关在办理个案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严格按照刑法明文
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以刑法总则规定的原则为指导，准确认定犯罪，恰当判处刑罚，严
格依照法条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2）司法机关在忠于法律规定的愿意和符合法律规范含义的范围
内正确进行司法解释，指导具体的定罪量刑活动，不得任意修改、补充或变更立法内容，不得脱离法
律条文的规定去创制新的法律规范，不得以司法解释代替刑事立法。
4.运用：在考试中不但以直接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是间接性考查，是要求考生在学习刑法分则各具体
罪名时有这种观念：1）刑法分则分别详细规定了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定刑。
因此是否构成犯罪要看刑法分则各具体条文之规定；2）明确刑法总则中的犯罪的概念、罪数等基本
问题首先是一个分则问题，掌握的要领是熟悉各具体罪之规定；3）虽然某种行为的危害程度可能很
大，但是根据《刑法》分则找不到具体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与其相对应，则只能按无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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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硕士联考重要法条释解》非法学与法学均适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硕士联考重要法条释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