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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法硕考试的一般规律考试的规律从不同角度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这里笔者以特定一个知识
点（考点）作为研究对象来揭示命题者会从哪些方面、多大深度上来考查。
综观所有考法，对同一知识点而言，可以沿两个思路观察，一是从考查方式的角度来看考法，二是从
考查的规律方面来看考法。
1.对同一知识点的考查方式对同一知识点的考查不外乎从以下方面进行：（1）从广度上考查从广度上
考查某一知识点实际上是从宏观的角度考查知识点的外围情况，具体包括相关的两个方面。
①该知识点在整个知识体系（主要指其所在的那个系统）中的位置。
观察一事物应先看其位置，对有些知识点的认识实质上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系统化，将其置于整个系统
中才能看出其本质和特征，因此对知识点的体系把握是认识知识点的基础，故往往为命题者所青睐。
②该知识点与相近知识点的关系。
由于事物往往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对相似事物间的仔细区分、辨认是认识事物关键性的一步。
对某一具体知识点的认识也一样，许多知识点总是存在与其极相似的相关知识点，故命题者很容易从
这方面考查。
（2）从深度上考查从深度上考查知识点实际上是就知识点本身进行的考查，具体也可分为相关的两
个方面。
①从不同的角度考查该知识点。
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进行观察、研究，会得出对该事物不同方面的认识，因此要全面认识一个事物
，不能只抓住一面或一个角度而忽视其他面、其他角度，否则就是片面认识。
认识一个知识点也一样，从不同角度对其把握才能全面理解它。
从不同的角度考查一个知识点是最常见的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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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法硕考试中最常考的各个专题，并以这些专题为突破口，把与其相关的知识点全部以体系化
的形式进行加工整理，从而以点带面，建立知识体系，让考生在相互联系中全面理解和掌握相关考点
。
     本书各专题的解析都直接面向考试要求，明确告诉考生该知识点的常见考法，以实现学习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
根据考试对考点的不同要求，有些侧重于讲，有些侧重于练，以实现理论和运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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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事实体法所特有的并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中
的基本准则。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刑法》在第3条、第4条、第5条中明确规定了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即罪刑法
定原则、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1.含义及内容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
处罚”。
其基本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
法官自由擅断。
其二是实定化，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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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是明确化，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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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运用对罪刑法定原则往往进行间接考查，考生必须要结合犯罪的三大特征来理解，从而明确：有些
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如果在刑法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规定犯罪构成的具体条文，则只能
按无罪处理。
例如：甲将中学生（男15岁）骗至其住处后卖给乙作为砖工，甲的行为构成何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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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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