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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规范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工作，确保学位授予的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定对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增设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自1999年9月1日起，参加相应学科的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并达到合格分数线者，方可以同等学
力申请硕士学位。
进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旨在加强国家对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的宏观质量控制、规范管理，是国
家组织的对申请硕士学位的同等学力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结构与水平认定的重要环节。
1998年，我们组织专家编写并出版了《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
纲及指南》。
2000年和2003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先后两次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修订。
2003年发行第三版。
五年来，根据广大考生和有关专家的建议，在总结统一考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
对本书进行了第三次修订。
经过修订的新大纲（第四版）将是今后几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统一命
题的依据，是各院校进行有关教学和辅导的参考，也可作为应试者复习和备考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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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第4版)》进行学科综合
水平考试旨在加强国家对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的宏观质量控制、规范管理，是国家组织的对申
请硕士学位的同等学力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结构与水平认定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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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考试大纲第一编 法理学导论第一章 法的概念与本质第二章 法的要素第三章 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
型第四章 法的价值第五章 法的渊源与效力第六章 法律关系第七章 法律行为第八章 法律解释和法律推
理第九章 法律责任第十章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和法律体系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第十二章 中
国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第十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民主政治第十四章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第二编 中国法制史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法律制度第二章 秦代法律制度第三章 汉代法律制
度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第五章 隋唐法律制度第六章 宋元法律制度第七章 明代法律制
度第八章 清代法律制度第九章 清末法律制度的变革第十章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制度第三编 
宪法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性质第三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四章 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第五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第六章 国家机构第四编 刑法第一章 刑
法概述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第三章 刑法的效力范围第四章 犯罪与刑事责任第五章 犯罪客体第六章 
犯罪客观方面第七章 犯罪主体第八章 犯罪主观方面第九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第十章 共同犯罪第十
一章 罪数形态第十二章 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第十三章 刑罚概述第十四章 刑罚的体系和种类第十五章 
刑罚裁量第十六章 刑罚执行和刑罚消灭第十七章 刑法各论概述第十八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第十九章 危
害公共安全罪第二十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二十一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
二十二章 侵犯财产罪第二十三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十四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第二十五章 贪污贿
赂罪第二十六章 渎职罪第二十七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第五编 民法第一章 民法概述第二章 自然人第三章 
法人第四章 民事法律行为第五章 代理第六章 人身权第七章 物权和物权法概述第八章 所有权第九章 用
益物权第十章 担保物权第十一章 债的一般原理第十二章 合同法总论第十三章 合同法分论第十四章 知
识产权概述第十五章 著作权法第十六章 专利法第十七章 商标权第十八章 继承和继承法概述第十九章 
法定继承第二十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第二十一章 遗产的处理第二十二章 侵权民事责任概述第二十三章 
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第二十四章 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第二十五章 诉讼时效复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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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法律原则的功能（一）对法的制定的作用1.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
和基本价值取向。
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因而，它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的原理和机理，体现了立法者对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体
现了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体现了他们在处理利益冲突的基本态度，体现了是非善恶的标准。
2.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规则数目众多，而且这些规则又分别由各级、各类不同的国家机构处于不同的管
理需要所制定，如何保障法律的协调统一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如果在法的创制过程中，能较好地遵守处于不同层次的各项法律原则，法制的统一就有了基本保障。
3.法律原则对法律改革具有导向作用。
随着社会的变迁，各种新的利益、行为方式以及权利要求等也不断涌现，并且有时与原有的权利、义
务分配结构发生冲突，导致法律改革成为现代法制中的常见现象。
这种法律变革的前提在于法律原则的变革，某些新的原则取代了原有的原则或者某些原则被赋予新的
含义，从而引导整个法律制度沿着新的方向前进。
（二）对法律实施的作用1.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法律原则是正确理解法律的指南，尤其是当法律的含义存在多种解释时更是如此。
同时，法律原则也构成了推理的权威出发点。
2.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
相对于法律规则而言，法律原则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它是补充法律漏洞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它可以对
法律的空白地带进行调整，从而弥补法律漏洞。
3.限制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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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第4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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