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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尽可能帮助考生顺利通过考试，我们特组织专家对在职法律硕士联考的历年真题进行了详细
的归类解析，对其中蕴涵的考点和重点、难点进行了梳理和概括。
《2013年考研政治真题解析与预测考点背诵》的核心理念是：以考试真题为原点，以解析真题为根本
，在拓展相关考点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重点和难点。
《2013年考研政治真题解析与预测考点背诵》的结构体例是：列出真题，给出答案并配以精细的解析
，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真题所涉及的知识点。
这些知识点，不仅有利于考生巩固复习成果，而且也有利于考生把握命题规律和命题重点。
相信考生只要认真研习《2013年考研政治真题解析与预测考点背诵》，一定会有较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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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法学和法理学 本部分内容包括法学释义、法学功能、法学教育、法理学释义、法理学
与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等内容。
考查方式主要是选择题，涉及论述题的可能性不大；命题要点比较分散，重点不突出，一般而言，命
题主要围绕法学词源、功能和法学的分类展开。
 试题归类详解 （2004年单选题）法学的终极功能是（ ）。
 A.寻找社会规则 B.促进社会共识 C.树立社会正义 D.注重法律意识的培养 （答案）C （精解）考查要
点是法学功能。
法学功能可以概括为寻找社会规则的初级功能、促进社会共识的高级功能和树立社会正义的终极功能
三个方面，故选C项。
D项不属于法学的功能，而是法学教育的特点。
 命题精要 1.法学词源 “法学”这一用语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期。
有关法律问题的学问，在我国先秦时期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现代意义上的“法
学”一词，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并在清末法制改革后得以广泛传播。
 2.法学的分类 法学体系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法律史学、比较法学和边缘法学五大类。
 3.法学的研究对象 法学是以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围绕法律现象这一中心，研
究法律与经济、政治、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二、法与法律 本部分内容包括法和法律的语义分析、法律的特征、作用和分类等内容，考查方式包
括选择题和论述题，但考查的侧重点不同。
就选择题而言，本部分考查要点一般集中在法律思想、法律规范的分类标准及其判定、法律的分类标
准上，有时，有关法的规范作用的具体内容，也是出选择题的依据，而法的社会作用及法的局限性，
一般为论述题的考查方向，在选择题方面考查较少。
就论述题而言，主要涉及三道论述题：①试论法律的基本特征。
②试论法律的社会作用及其与规范作用的关系。
③试论法律的局限性。
 试题归类详解 1.（2003年单选题）根据法的创制方式和表达形式的不同，法可以分为（ ）。
 A.实体法和程序法 B.一般法和特别法 C.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D.公法和私法 （答案）C （精解）考查要
点是法律的分类。
法律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根据法的创制方式和表达形式的不同，或者说，根据法律是否以规范化的条文形式作为其存在状态，
可以将法律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故选C项。
根据法律规定内容的不同，可以将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故排除A项。
根据法律适用范围的不同，可以将法律分为一般法和特别法，故排除B项。
D项属于民法法系的一种分类。
 2.（2006年单选题）法律所具有的规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及以此指导人们行为的属性是指（ ）。
 A.法律的普遍性 B.法律的规范性 C.法律的可诉性 D.法律的程序性 （答案）B （精解）考查要点是法
律的规范性特征。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像道德规范、宗教规范一样，具有规范性。
所谓法律的规范性，是指法所具有的规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并以此指引人们行为的性质。
可见，这里的规范性是指法律的明确性、标准性、统一性、尺度性等，即法律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
标准和尺度。
它表现在：法律规范规定了人们的一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从而为人们的交互行为提供一个模型、
标准或方向。
法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包括可为模式（人们可以怎样行为）、勿为模式（人们不得怎样行为）和应为模
式（人们应当或必须怎样行为）三种。
故选B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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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普遍性，也称“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法律的概括性”，是指法作为一般的行为规范在国家
权力管辖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和特性。
普遍性强调的是法律效力的普遍适用性，而不是标准、尺度，故排除A项。
可诉性是现代国家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诉性表明法律具有可以作为诉讼或者仲裁依据的特征，故
排除C项。
法律是强调程序、规定程序和实行程序的规范。
也可以说，法是一个程序制度化的体系或制度化解决问题的程序，它和随意性相对应，故排除D项。
 3.（2006年多选题）下列有关法学思想的表述，正确的说法是（ ）。
 A.自然法学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B.实证主义法学的概念是“实证法”的概念 C.社会法学和现实主义
法学强调法律的社会效果 D.经济分析法学运用价值分析的方法 （答案）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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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联考命题分析及考点解析》的核心理念是：以考试真题为原点，以解析真题为根
本，在拓展相关考点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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