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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题量丰富。
根据考研教材章节顺序编排丛书结构，凡属考查范围之知识点，均设有一定数量的题目。

　　2．重点突出。
根据知识点的重要程度合理配备题目数量，凡属重点考点的，相关习题也随之增多。

　　3．难度适中。
丛书的习题难度等于或略高于法大历年真题，同时一些题目还对考研教材知识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
宽。

　　4．解析到位。
习题答案依据法大考研教材观点和现行法律法规，解析准确、精炼、权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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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理学
　客观题
　　引论
　　第一章　法
　　第二章　法的内容与形式
　　第三章　法的渊源与法的分类
　　第四章　法的效力
　　第五章　法律规范
　　第六章　法律体系
　　第七章　法律行为与法律意识
　　第八章　法律关系
　　第九章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第十章　立法
　　第十一章　法的实施
　　第十二章　法律推理
　　第十三章　法律解释
　　第十四章　法的实现与法律秩序
　　第十五章　法的产生与演进
　　第十六章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第十七章　法与其他社会规范
　　第十八章　法制与法治
　主观题
宪法学
　客观题
　　第一章　宪法的基本理论(上)
　　第二章　宪法的基本理论(下)
　　第三章　宪法的历史
　　第四章　国家性质
　　第五章　国家形式
　　第六章　选举制度
　　第七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上)
　　第八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下)
　　第九章　国家机构(上)
　　第十章　国家机构(下)
　　第十一章　政党制度
　主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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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8.【教材相关知识点】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关系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内容，关于二
者，下列表述错误的是：（ ） A.权利和义务是一切法律规范、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B.法的
运行、操作的整个过程和机制都是围绕权利和义务展开的 C.通过权利和义务调整社会关系，是法与其
他社会规范的重要区别，但该调整方式并非法所特有 D.权利和义务的存在、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
在和发展为条件 【解析】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规范，法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
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
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最核心的内容和要素。
首先，权利和义务是一切法律规范、法律部门，甚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法律规范通常是由若干要素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行为模式，即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3做什么
和不得做什么，这些内容就是人们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而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都是由法律规范构成的，所以，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同样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
内容。
因此A项正确。
其次，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和机制（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无论其具体
形态多么复杂，都可归结为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核心内容展开：确定权利和义务的界限，合理分配
权利和义务，处理有关权利和义务的纠纷和冲突，保障权利和义务的实现，等等。
因此，B项正确。
通过权利和义务调整社会关系是法所特有的，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都是侧重从义务
角度调整特定社会关系，只有法律是通过权利义务的双向规定来调整社会关系，因此，C项错误。
权利和义务二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和义务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和发展，一方的存在、
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因此D项正确。
 【答案】C 29.【教材相关知识点】法的分类按照法的创制与表达形式的不同，法可以分为下列哪一类
？
（ ） A.根本法与普通法 B.实体法与程序法 C.成文法与不成文法 D.一般法与特别法 【解析】根本法和
普通法分类的标准，是考虑到法律效力、内容和制定程序的不同。
实体法和程序法分类的标准，是考虑到法律规定内容的不同。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分类的标准，是考虑到法律创制和表达的形式的不同。
一般法和特别法分类的标准是适用的范围不同。
因此，本题应选择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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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公律博考研必读系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考研题库及解析(套装共3册)》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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