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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考试指南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同步基础练习和提高练习。
同时，每二章还附有近年真题提示。
本书作者在每一部分练习的后面均给出了练习题的答案和解析，也对近年真题进行了解析。

 本书囊括的试题数量多，范围广，难易有度。
特别是试题风格紧扣近年来法律硕士联考
命题的思路，并且符合法律硕士联考的命题标准。
考生可以在复习的同时，使用本书进行同步测试练习，借以更好地掌握考试指南中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写作着重于法律硕士联考的必备内容。
书中贯穿了作者对近年来法律硕士联考命题的研究体会，总结了作者在培训法律硕士考生过程中的各
种经验，内容准确、完整，能够为考生节省时间、提高复习效率。

本次修订删除了2006年及以前年份的真题，并对基础练习和提高练习进行了小范围的调整，使其难易
度更加符合考试要求。
同时，本版增加了2012年考试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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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文桥，法律硕士考试辅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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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解析：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特殊正当防卫的适用有其实质性条件的限制，即犯罪行为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本题中某乙欲通过下迷药的方式抢劫，其犯罪行为并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不符合特殊正当防卫的适
用条件，某甲的行为不成立无过当防卫，属于防卫过当。
但防卫过当是法定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其本身并不是罪名，因此不能定防卫过当罪。
某甲因对某乙的死亡结果持放任的心理态度，其构成故意杀人罪。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A、C、D。
 3AD 解析：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都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即二者的目的相同，A正确。
防卫的不适时是指事先防卫或事后防卫，不包括假想防卫，B错误。
紧急避险行为的对象必须是第三者，而正当防卫行为的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者本人，这是正当防卫和
紧急避险的区别，二者不能混淆，C错误。
对于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的，都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D正确。
故正确答案为A、D。
 4ACD 解析：本题考查正当防卫的条件。
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是存在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侵害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
A选项表述正确。
正当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实行，不能实行事前防卫和事后防卫。
故对即将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和已经结束的侵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B选项表述错误。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因在于其目的的正当性，即防卫必须是基于保护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害的
目的。
C选项表述正确。
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指不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也是其与防卫过当区别的关键。
D选项表述正确。
 （真题提示） 一、单项选择题 1D 解析：本题中乙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因而不构成犯罪
，D正确。
 解答本题时部分考生的疑点主要有二：一是甲的行为是否是不法侵害。
二是乙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
其实只要正确理解了正当防卫的条件，就会排除这两个疑点。
 2C 解析：根据我国《刑法》第21条第3款规定，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有特
定责任的人。
因为这类人本身负有同特定危险作斗争的义务。
对这些人来说，一旦发生危险，必须积极履行其特定义务，而不允许他们以紧急避险为由临阵脱逃。
否则，应追究法律责任。
本题中消防队员甲的行为不能成立紧急避险，应追究法律责任。
 3B 解析：成立紧急避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前提条件：必须有危险发生，就是出现了足以使合
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情况使合法利益面临着紧急的危险，而且必须是实际存在的正在发生的危
险。
（2）避险行为必须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只要有其他办法能避免危险，就不必采取牺牲某种
利益的方法。
（3）必须是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这是避险目的正当性的条件。
（4）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应是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保护的权益，而不能等于或大于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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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
因此，A、C表述错误；B表述正确。
 正当防卫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紧急避险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因此紧急避
险与正当防卫主体的限定不同，故D项表述错误。
 4A 解析：正当防卫分为一般的正当防卫和特殊的正当防卫。
所谓特殊防卫，是指公民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即针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防卫，没有必要限度的限制，对其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
责任的情形。
甲采取暴力手段欲强奸乙，乙在反抗中用修脚刀刺死甲属于正当防卫中的特殊防卫即无过当防卫。
 二、简答题 （1）必须有不法侵害存在，并且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2）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不能及于第三者。
（3）必须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即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
免受不法侵害。
（4）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且造成重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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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3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2013全新改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3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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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