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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硕士联考专题讲座(2013全新修订版)》(作者郭志京)所有专题都是考试大纲要求掌握的重点和难
点，都是各个学科最基本的知识点，是每年考试中最常见的考点。
只要考生掌握了这些考点，就夯实了基础，掌握了根本，不管命题的形式和角度如何改变，考生都会
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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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刑法学
第一讲  刑法的基本原则与效力范围
第二讲  犯罪概论和基本构成要件
第三讲  修正(特殊)的犯罪构成(样态)  
第四讲  排除犯罪的事由——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第五讲  刑罚论
第六讲  刑法各论概述
第七讲  危害安全类犯罪
第八讲  破坏管理秩序犯罪
第九讲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十讲  侵犯财产罪
第十一讲  特殊主体犯罪
第十二讲  危害国防利益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二部分  民法学
第一讲  民法概论
第二讲  民事法律关系总论
第三讲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第四讲  民事法律事实
第五讲  物权
第六讲  债权
第七讲  人身权
第八讲  知识产权
第九讲  亲属权——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十讲  侵权责任
第三部分  法理学
第一讲  法学、法理学和法的概论
第二讲  法律的核心
第三讲  法律的系统(体系)(分类)
第四讲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第五讲  法律关系
第六讲  法律责任
第七讲  法律的运行
第八讲  法与社会
第九讲  法治
第十讲  法理学基本范畴界分
第四部分  中国宪法学
第一讲  宪法基本理论
第二讲  国家基本制度
第三讲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讲  国家机构
第五部分  中国法制史
第一讲  立法
第二讲  行政立法
第三讲  刑事立法
第四讲  民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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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经济立法
第六讲  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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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刑法学第一章——导论部分考查内容集中在两方面，即刑法的基本原则与效力范围
，而且是每年必考的知识点。
这两个知识点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学知识才比较容易掌握，因此对初学法律的考生来说也是难点。
对刑法的基本原则，考生重点掌握各原则的表现，尤其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对于刑法的空间效力范围，考生应当主要从确立刑法空间效力范围的四大原则和域内、域外效力的关
系上入手，采取一般与特殊规定结合的方法加强理解和记忆，关于时间效力则重点掌握刑法的溯及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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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这种行为肯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似乎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但是，仔细看看刑法分则，如果行为发生在1997年之后，那么这种行为单独不能构成犯罪，因为1997
年刑法修订时已经将拐卖人口罪变为拐卖妇女、儿童罪，这里的儿童是指不满14周岁者。
当然，如果在此过程中，伴随有伤害、非法拘禁等行为的，可能会构成相应的犯罪。
但是，就这种采用一般的诱骗方式拐卖14周岁以上的男性来说，不构成犯罪，这体现的就是罪刑法定
。
 因此，在理解罪刑法定原则时应当注意将其与犯罪的三大特征联系起来，尤其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
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例1 下列做法中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是（ ） A.重法效力溯及既往 B.法律规定不确定的刑罚 C.轻
法效力溯及既往 D.适用类推解释 答案：C 解析：本题从表面上考查罪刑法定原则，实际考查法律的溯
及力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罪刑法定是指犯罪和刑罚都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也不受罚。
由此可见，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刑罚、适用类推解释都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法的溯及力是指新法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具有约束力，由此可知法溯及既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之所以规定轻法具有溯及力，完全是从保护行为人的角度出发的，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严
格地说它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而不是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罪刑法定本身不能得出轻
法有溯及力。
当然重法效力溯及既往肯定是违背这一原则要求的。
 本题的考查由于角度较新，又涉及知识点的迁移，因此很能体现考生是否理解到位。
 例2 下列选项中，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有（ ） A.犯罪与刑罚必须由立法明确规定 B.禁止重法效力溯及
既往 C.禁止采用习惯法 D.禁止对犯罪人判处不定期刑 答案：ABCD 解析：本题考查重法效力溯及既
往。
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处罚”。
ACD三项表述显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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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的难点是如何理解罪刑法定与法效力溯及既往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罪刑法定就要求法不能溯及既往，但不能说罪刑法定原则就禁止法效力溯及既往，因为轻
法效力溯及既往与罪刑法定原则在目的上具有相通性，因此二者具有可容性。
重法效力溯及既往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
故B也正确。
 （二）刑法适用平等原则 这一原则一般不会成为考查的对象，因此本书对其不展开详细讲解，只特
别说明一点，即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并不否定因法定量刑情节或酌定量刑情节的差异而
导致相同性质的犯罪在判定刑罚上有区别。
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在行刑中也并不否定刑罚个别化。
 （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基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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