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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综合考试大纲》内容简介：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自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1996年首期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1998年首期
面向政法部门开展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以来，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形成
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两个渠道招生的培养模式。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面向政法部门和其他部门大学本科毕业并具有3年以上
工龄的在职人员，其招生工作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部署。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开展以来，中央政法各部门都将这种教育形式纳入干部教
育培训规划之中，作为完善干部队伍知识结构、提高干部队伍专业水平和能力的主要渠道。
自1998年起，每年度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阶段，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五个政法部门都联合发出招生通知，进行统一的动员和部署。
为保障这一工作顺利实施，国务院学位办规定，各培养单位在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
录取中，应确保政法系统考生的录取比例为本校当年录取限额的80％。
自1998年至今，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总计招生4万余人，为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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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单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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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上述第一节 内容要求理解；对第二节 、第三节 内容要求记忆、理解并会运用。
第七章 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第一节 正当防卫一、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成立条件正当防卫的概念；正当
防卫的成立条件：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主观条件，限度条件。
二、特殊（特别）防卫特殊（特别）防卫的概念；特殊（特别）防卫的成立条件。
三、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防卫过当的概念；防卫过当的基本特征；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
第二节 紧急避险一、紧急避险的概念和成立条件紧急避险的概念；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起因条件，
时间条件，对象条件，主观条件，限制条件，限度条件，特别例外限制。
二、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异同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相同点；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区别。
三、避险过当及其刑事责任避险过当的概念；避险过当的基本特征；避险过当的刑事责任。
对上述两节内容要求记忆、理解并会运用。
第八章 刑罚的概念和种类第一节 刑罚的概念和目的一、刑罚的概念和特征刑罚的概念；刑罚的主要
特征；刑罚与其他法律制裁方法的区别。
二、刑罚目的刑罚目的的概念；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刑罚观念；预防犯罪的目的；特殊预防的概念
，特殊预防的主要内容；一般预防的概念，一般预防的主要内容；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关系。
第二节 我国刑罚的种类一、刑罚种类概述刑罚的种类：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或主刑，附
加刑；刑罚体系的含义；我国刑罚体系的特点。
二、主刑主刑的概念，主刑的特点；管制的概念，管制的特征；拘役的概念，拘役的特征；有期徒刑
的概念，有期徒刑的特征；无期徒刑的概念，无期徒刑的特征；死刑的概念及特点，我国刑法总则关
于适用死刑的限制性规定。
三、附加刑附加刑的概念，附加刑的特点；罚金的概念，罚金的适用方式，罚金数额的确定，罚金的
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概念，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范围与适用对象，剥夺政治
权利的期限，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没收财产的概念，没收财产的适用方式，没收财产的范围，没收
财产的执行；驱逐出境的概念，驱逐出境的适用对象。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宪法的特点主要有：内容的重要性；效力的最高性；制定和修改程序的严格性。
三、宪法的本质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
四、宪法的分类宪法分类的意义。
宪法的形式分类；宪法的实质分类。
第二节 宪法结构一、宪法结构的含义二、宪法的形式结构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
。
三、宪法的内在结构宪法规范；宪法原则。
第三节 宪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释一、宪法的制定宪法制定权的含义和特点；制定主体；制定机关；制
定程序；我国宪法的制定。
二、宪法修改宪法修改的含义；宪法修改的机关；宪法修改的程序；宪法修改的限制；宪法修改的方
式。
三、宪法解释宪法解释的含义；宪法解释的种类；宪法解释的机关；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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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大纲的制定是在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宪义教授、司法部国家司法考
试司司长丁露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军共同主持下进行的。
参加本大纲制定的专家有：刑法学：刘守芬（北京大学教授）、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曲新
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邢志人（辽宁大学教授）；民法学：林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明星（北京大学教授）、姚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世扬（武汉大学
教授）、李友根（南京大学教授）；法理学：付子堂（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笑侠（浙江大学教授
）、张曙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光杰（复旦大学教授）、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
宪法学：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刘茂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振民（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霍存福（吉林大学教授）、郭成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锦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健（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司副司长、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姜晶，司法部国家司
法考试司法学教育指导处处长王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郝晓明参加了本大纲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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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综合考试大纲》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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