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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硕士联考是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统一实行的选拔性考试。
培养方案的目的在于使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培养一大批既掌握本专业知识，又具备法律专业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层次高、基础宽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科学地规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工作、
培养工作和培养过程，进一步完善我国高层次法律人才的培养结构和学位制度，促使法律研究生教育
适应我国法律实务部门和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高层次法律人才多样化的迫切需
求。
加强对从事法律工作相关能力和发展潜质的考查，是联考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基本工作思路。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设置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报告。
1999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司法部法规教育司转发了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秘书处组织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2005年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教育）招生考试试行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联合
考试。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招收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含同等学力），而只招收具有国民教育序
列大学本科学历（或具有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生，采取这项措施的理由为：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重要渠道，加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法
学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任务。
这项改革措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学高等教育资源的社会效益，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特殊的教育功能和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各试点单位在培养过程中的组织工作。
对于法律本科毕业生，应鼓励他们报考法学硕士研究生。
在职人员符合条件的，则可以报考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法律硕士联考的专业科目没置专业基础课（含刑法学、民法学）和综合课（含法理学、宪法学和
中国法制史）两门，每门150分。
目前经教育部批准招收法律硕士的高校已经达到39所，报考人数逐年递增。
教育部决定从2004年起，法律硕士业务科目联考命题工作不再由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负责，而是改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法律硕士联考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要求，法律硕士联考不仅要考查考生的法律知识，更应考查考生运用相关学科
基本知识和原理的能力，准确运用法律语言的能力，以及逻辑分析、推理和论{正等法律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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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硕士联考是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统一实行的选拔性考试。
培养方案的目的在于使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培养一大批既掌握本专业知识，又具备法律专业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层次高、基础宽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科学地规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工作、
培养工作和培养过程，进一步完善我国高层次法律人才的培养结构和学位制度，促使法律研究生教育
适应我国法律实务部门和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高层次法律人才多样化的迫切需
求。
加强对从事法律工作相关能力和发展潜质的考查，是联考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基本工作思路。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设置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报告。
1999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司法部法规教育司转发了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秘书处组织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2005年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教育）招生考试试行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联合
考试。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招收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含同等学力），而只招收具有国民教育序
列大学本科学历（或具有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生，采取这项措施的理由为：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重要渠道，加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法
学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任务。
这项改革措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学高等教育资源的社会效益，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特殊的教育功能和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各试点单位在培养过程中的组织工作。
对于法律本科毕业生，应鼓励他们报考法学硕士研究生。
在职人员符合条件的，则可以报考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法律硕士联考的专业科目设置专业基础课（含刑法学、民法学）和综合课（含法理学、宪法学和
中国法制史）两门，每门150分。
目前经教育部批准招收法律硕士的高校已经达到39所，报考人数逐年递增。
教育部决定从2004年起，法律硕士业务科目联考命题工作不再由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负责，而是改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法律硕士联考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要求，法律硕士联考不仅要考查考生的法律知识，更应考查考生运用相关学科
基本知识和原理的能力，准确运用法律语言的能力，以及逻辑分析、推理和论证等法律思维能力。
    为帮助考生掌握法律硕士联考中各专业科目的内容，熟悉题型，并通过有效的考前试题训练掌握各
种题型的答题方法和技巧，提高得分能力，我们组织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法
学院校的法律硕士联考辅导专家编写了这套辅导丛书。
　　为了让考生把握大纲变化，精准掌握考试重点、疑点和难点，提升综合应试能力，编者对这套辅
导丛书进行了严格的修订，紧跟最新大纲的变化，对大纲调整的内容和大纲新增内容进行了原创性的
著述。
修订后的本套丛书包括《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辅导教程》、《2008年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历年试题及必读法律法规精解》、《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入学全国联考大串讲》、《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同步辅导与强化训练》、
《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标准模拟考场》和《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入学全国联考重点、疑点与难点精解》共六本。
    这套丛书的特色如下：       一、作者阵容强大，辅导经验丰富，深谙命题动态      本丛书作者长期从
事法律硕士联考命题、阅卷与辅导，对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点非常熟悉。
他们有相当丰富的辅导和教学工作经验，深谙法律硕士联考的命题规律和出题的动态，从而使本丛书
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本丛书的出版凝结着参与编写的专家学者多年教学、命题、评卷的经验。
    二、鲜明的创新特色，编写体例非常符合考生的需要     本丛书全面吸收了同类图书的优点，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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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丰富的辅导经验，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使丛书结构和内容具有鲜明的特色。
下面分别介绍：    《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辅导教程》：严格按照考试大纲编
写。
在编写过程中，特别注意知识的系统性。
在每章后都编写了足量的同步强化练习题，并都给出答案和解析。
考生可通过做这些强化练习题，进行自测，巩固复习成果。
本书力求把重点、难点、考点，讲深、讲透。
        《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历年试题及必读法律法规精解》：研习历年的试
题是法律硕士考试复习备考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也是考生掌握考试动态、赢得高分的最佳捷径。
历年的考题是标准的复习题。
自从实行法律硕士考试以来，也时有真题重现或者与真题极其相似的现象发生，所以对往年真题的研
究是最有帮助的。
循着命题人的思路，我们就可以把握考试的脉搏，明确考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本书还将重点法条提炼出来，让考生能针对考试重点，抓住关键环节，赢得高分。
    《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大串讲》：本书紧密结合最新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考试大纲，将考试的重点、疑点和难点总结出来，串联在一起，给考生提供了一
个复习的有效框架，同时也提供了一条复习的最好线索。
    《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同步辅导与强化训练》：本书紧密结合最新考试大
纲，以重点、难点和疑点为依据，在精研历年真题的基础上，精心组织了为应对第一轮复习之用的同
步练习试题，相信会对考生有所裨益。
本书难易结合，试题与考试真题相当，系统、全面地对大纲规定的知识点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考查
。
通过同步练习题的复习，考生可以牢固掌握法律硕士联考的相关内容，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为最后
赢得高分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标准模拟考场》：许多考生缺乏实际临场经验，本
套模拟考场系列将精辟阐明解题思路，全面展现题型变化，将浩渺的习题浓缩于有限的模拟题精华中
，迅速提高考生快速、准确、灵活解题的能力，为联考学子全程领航和理性分析，引领考生高效通过
联考难关。
《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标准模拟考场》的题型与真题完全相同，题目难度与
真题相当，或者略高于真题，让考生经过复习后，能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
每套试卷都有详细的标准答案和解析。
考生可以利用本套试卷进行考前模拟实战训练，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及时进行查漏补缺，有针对性
地进行复习备考。
希望考生能在仿真的环境下进行模拟训练，这样效果最佳。
    《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重点、疑点与难点精解》：本书紧密结合教材的变
化和考试的新特点，在编写中以突出重点、把握难点、结合热点为宗旨推出了一问一答式的“重点、
难点、热点问题答疑”。
对教材中不容易理解和容易混淆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从考生的视角出发，有针对性、有重点地
进行了阐述，通俗易懂，变抽象问题为具体方法，突出问题所在，提供一种更加明确的理解问题的方
法以及思路，旨在帮助考生学习、思考两结合，提高应试技巧和能力。
        实践证明，一套好的复习资料，能够帮助考生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本丛书编写委员会以法硕联考专家组辅导经验的深厚积累，以在继承中创新、在开拓中前进的精神，
凭借阵容强大的专家编写队伍，向广大考生奉献这套辅导系列，希望考生在考试中能蟾宫折桂，夺得
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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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专业基础课  第一部分 刑法学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犯罪概念    第三章 犯罪构成    第四章 故意犯
罪的停止形态    第五章 共同犯罪    第六章 一罪与数罪    第七章 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    第八章 刑罚的概
念和种类    第九章 量刑    第十章 刑罚执行制度    第十一章 刑罚消灭制度    第十二章 刑法各论概述    第
十三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十四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十五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十六
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十七章 侵犯财产罪    第十八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十九章 
贪污贿赂罪    第二十章 渎职罪  第二部 民法学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三章 公民（自
然人）    第四章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    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六章 代理    第七章 时效与期间     第八章
物权概述    第九章 所有权    第十章 共有    第十一章 相邻关系    第十二章 他物权    第十三章 债权概述    
第十四章 合同    第十五章 人身权    第十六章 知识产权    第十七章 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十八章 民事责任
下编 综合课  第一部分 法理学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法的本质与特征    第三章 法律的起源与演进    第
四章 法律的作用     第五章 法律制定    第六章 法律体系    第七章 法律要素    第八章 法律渊源与分类    第
九章 法律实施    第十章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第十一章 法律关系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第
十三章 法治    第十四章 法律与社会  第二部分 中国宪法学    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    第二章 宪法的制定
、实施和保障    第三章 国家基本制度    第四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五章 国家机构  第三部分 中
国法制史    导论 中国法制发展史概述    第一章 夏商西周春秋法律制度    第二章 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
朝法律制度    第三章 隋唐宋法律制度    第四章 元明清法律制度    第五章 清末、中华民国法律制度    第
六章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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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专业基础课第二章 犯罪概念一、犯罪定义的划分1.犯罪的形式定义按照形式层面分析，犯罪可以
概括为现行刑事实体法明文规定科处刑罚的违法行为。
任何违法行为，只要经由刑事实体法的规定而赋予刑罚的法律效果，即为犯罪。
犯罪的形式定义没有说明犯罪的危害性何在，国家为什么对这些违法行为要科处刑罚，亦即没有揭示
犯罪的本质特征。
基于罪刑法定的精神，一个违法行为虽然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但是如果刑事实体法没有处罚该违法
行为之法条，则不认为是犯罪。
2.犯罪的实质定义犯罪的实质定义与犯罪的形式定义仅揭示犯罪的法律特征、回避犯罪的本质特征相
反，它试图揭示犯罪的实质内涵。
犯罪的实质定义揭示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本质，体现了刑法的保护机能，但回避了犯罪的法律属性，没
有限定犯罪的法律界限，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存在抵触。
3.犯罪的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定义犯罪的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定义试图完整地揭示犯罪的法律属性和
本质特征，科学地揭示犯罪的内涵和外延，以克服犯罪的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的片面性，平衡刑法的
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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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大串讲(第5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政治
大学的最新权威信息、原命题组成员领衔编写，二十多位一线专家深度审稿，倾力推出2009年法硕联
考整体解决方案，明示命题原则与规律，把握法硕联考命题脉搏，凸显重点与难点精华，全面提升应
试能力。
凡购买《2010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大串讲(第5版)》登录网站即赠送价值20元的名
师网络课堂；强大的师资阵容：领衔主讲教师具有丰富的命题研究、讲课和阅卷评卷经验；强大的法
律硕士联考命题研究团队：确保信息的真实与及时；先进的网络学习平台：考生可以自由选择组合课
程，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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