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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法律硕士开始面向法学本科招生。
该专业自招生以来，参加考试的考生逐年增多。
根据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的要求，该专业考试的参考书目限于各高等院校的教材和
专家学者的有关著述，但由于历年联考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是统一的，因此各高等院校的教材和专
家学者的有关著述并不能满足统一评分标准的要求，尽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能够满足历年联考统一评分标准的要求，但考试中经常考查的一些内
容，如刑法学中刑事责任的根据和解决方式、刑罚的功能，民法学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物权变动
的模式、占有的效力，法理学中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原因、法的价值、法律论证、法与宗教及科学技
术的关系等，考试指南并没有展开论述，这给考生的复习增加了难度。
此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法律硕士法学方向的专门考试大纲分析和复习资料。
因此，许多考生迫切希望能够出版专门针对法律硕士法学方向的考试大纲分析和复习资料。

　　应广大参加法律硕士(法学方向)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编写出版了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大纲要点解析与应试策略》、《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大纲配
套练习》两本书，供参加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考试的考生专用。
这两本书是目前有关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稀缺的资料来源。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大纲要点解析与应试策略》和《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大
纲配套练习》这两本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主”与“辅”的关系。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大纲要点解析与应试策略》对考试大纲中的要点和联考命题重点进行
了详尽的归纳，《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联考大纲配套练习》则作为考试大纲的辅助练习材料，对
考试大纲和考试指南每一章设置了配套练习和答案解析，借以更好地理解考试大纲和《法律硕士(法
学)专业学位联考大纲要点解析与应试策略》中的主要内容。
因此，考生将两书结合复习使用，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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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硕士>>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犯罪客观方面 1.犯罪客观方面概述 （1）概念。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损害的客观外在事实特征。
 （2）主要内容（构成要素）。
在犯罪客观方面中，危害行为是必要要素，而行为对象、危害结果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等属
于选择性要素。
 （3）意义。
犯罪客观方面有助于：①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②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③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
完成形态的界限；④正确分析和认定犯罪的主观要件；⑤正确量刑。
 2.危害行为 （1）危害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危害行为是指行为人在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并被刑法所禁止的身体活动。
特征：①危害行为是人的身体活动或动作。
②危害行为是人的意识支配的产物和表现。
③危害行为是侵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的行为。
 （2）危害行为的分类。
危害行为有作为和不作为之分。
①作为是积极的行为；从违反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作为直接违反了禁止性的罪刑规范。
作为是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形式。
②不作为是消极的行为；从违反法律规范的性质看，不作为直接违反了某种命令性规范。
 （3）不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
1）行为人负有某种特定义务。
这种不作为义务的来源包括：①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义务。
②行为人职务、业务上的要求。
③行为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行为所产生的义务。
④因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
行为人自己先前行为具有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危险的，负有防止其发生的义务，即行为人的先前行为
使某种权益处于危险状态，行为人负有排除、防止危险发生的积极义务。
2）行为人能够履行义务。
行为人负有某种法律义务是不作为构成犯罪的前提。
如果行为人虽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能力或其他原因而不可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
的，也不能成立不作为犯罪。
3）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结果。
 （4）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
①纯正不作为犯只能由不作为的形式来实现。
典型的纯正不作为犯包括遗弃罪，逃税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
②不纯正不作为犯既可以通过作为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不作为方式来实现。
例如，不给婴儿喂奶任其饿死，就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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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硕士(法学)联考大纲要点解析及应试策略(2013年第1版)》结构严谨，内容新颖，图文并茂，注
重理论阐述与实践操作的结合、艺术创意与表现技法的结合，有较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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