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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节刑 法 概 述
一、刑法的概念
刑法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在我国属于基本法之一，其地位仅次于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
本法——宪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是为一般人接受的刑法的形式定义
。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给刑法下定义应揭示其阶级实质，也称实质定义，故刑法是
指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以国家的名义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并应
科以什么样的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刑法在形式上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狭义刑法
，即中国的刑法典，
它是由最高立法机关颁布的完整而系统的有关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规定。
广义刑法是指
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切形式的法律规范，其中包括刑法典，同时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的形式。
单行刑法是针对某种或某几种犯罪和刑罚单独制定的专项刑事法律，例如1998年12
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
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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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合同概述
第二节合同的订立
第三节合同的效力
第四节合同的履行
第五节合同的担保
第六节合同的解除
第七节违约责任
第八节几类主要的合同
第十八章人身权
第一节人身权的概念与
特征
第二节人格权
第三节身份权
第十九章知识产权
第一节知识产权概述
第二节几类主要的知识
产权
第二十章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一节婚姻家庭法概述
第二节亲属制度
第三节婚姻的成立与婚姻
的效力
第四节夫妻关系
第五节婚姻的终止
第六节其他家庭成员间
的关系
第七节继承法概述
第八节法定继承
第九节遗嘱继承
第十节继承的开始与遗产
的处理
第二十一章侵权责任
第一节侵权责任的概念
第二节侵权责任的归责
原则
第三节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
要件
第四节侵权责任方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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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侵权责任的抗辩
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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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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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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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法、法律的含义
第二节法的本质
第三节法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法的起源与演进
第一节法的起源
第二节法的演进
第三节法律移植和继承
第四章法的作用
第一节法的作用的含义
第二节法的规范作用
第三节法的社会作用
第四节当代中国法律在建构
和谐社会中的地位
和作用
第五节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第六节法的价值
第五章法律制定
第一节法律制定的概念
第二节法律制定的原则
第三节法律制定的程序
第四节法律效力
第六章法律体系
第一节法律体系与法律
部门
第二节当代中国的法律
体系
第七章法律要素
第一节法律规则
第二节法律原则
第三节法律概念
第八章法律渊源与法律分类
第一节法律渊源
第二节法律分类
第九章法律实施
第一节法律实施与法律
实现
第二节执法
第三节司法
第四节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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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法律监督
第十章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第一节法律解释
第二节法律推理
第十一章法律关系
第一节法律关系的含义与
分类
第二节法律关系的构成
要素
第三节法律关系的产生、
变更与消灭
第十二章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第一节法律责任
第二节法律制裁
第十三章法治
第一节法治的含义
第二节法治与民主
第三节法治国家
第四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十四章法与社会
第一节法与经济
第二节法与政治
第三节法与文化
第二部分中国宪法学
第一章宪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宪法概述
第二节宪法的产生和历史
发展
第三节宪法原则
第四节宪法规范和宪法
作用
第二章宪法的制定、实施和
保障
第一节宪法制定
第二节宪法实施
第三节宪法实施的保障
第三章国家基本制度
第一节国家性质
第二节政权组织形式
第三节选举制度
第四节政党制度
第五节国家结构形式
第四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一节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
义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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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国家机构
第一节国家机构概述
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
第四节国务院
第五节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六节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
第七节地方国家机关
第三部分中国法制史
导论中国法制发展史概述
第一章夏商西周春秋法律制度
第一节夏商法律制度
第二节西周法律制度
第三节春秋法律制度
第二章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法律制度
第一节战国法律制度
第二节秦朝法律制度
第三节汉朝法律制度
第四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
制度
第三章隋唐宋法律制度
第一节隋朝法律制度
第二节唐朝法律制度
第三节宋朝法律制度
第四章元明清法律制度
第一节元朝法律制度
第二节明朝法律制度
第三节清朝法律制度
第五章清末、中华民国法律
制度
第一节清末法律制度
第二节南京临时政府法律
制度
第三节北洋政府法律制度
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法律
制度
第六章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第一节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律
制度
第二节抗日民主政权法律
制度
第三节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
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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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硕士是专业学位之一，我国自1996年试办法律硕士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规定设置。
 法律硕士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审判
、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行业的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
    这本《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13版新大纲)》(作者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是入学考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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