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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华南理工大学 030102 法律史考研大纲 

634 法学综合一(含法理学、宪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考试大纲 

  《法理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法理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研究生入学考试；范围为所有参加本校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 

  三、考试基本要求 

  1.知识性考试内容，要求记忆准确，回答明确； 

  2.原理性考试内容，要求理解准确，论述有条理。 

  四、考试形式 

  闭卷考试； 

  五、考试内容（或知识点） 

  (一)法理学概述 

  1.法理学的定义 

  2.法理学的意义 

  3.法理学的地位 

  4.法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5.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特点 

  6.本课程的内容与学习方法 

  (二)法律的本质 

  1.法律的词源与词义 

  2.法律的现象与法律的本质 

  3.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本质的基本特点 

  (三)法律的特征 

  1.法律的特征与法律的本质的关系 

  2.法律的主要特征 

  3.法律与程序 

  (四)法律的价值 

  1.法律价值的含义 

  2.法律价值与法律本质的关系 

  3.法律的主要价值 

  4.法律的价值冲突 

  (五)法律的要素 

  1.法律要素与法律本质的关系 

  2.法律规则 

  3.法律原则 

  4.法律概念 

  (六)法律的效力 

  1.法律效力的含义与范围 



 

 

  2.法律效力与法律本质的关系 

  3.法律效力的来源 

  4.法律效力与法律位阶 

  (七)法律的作用 

  1.法律作用含义与分类 

  2.法律作用与法律本质的关系 

  3.法律的规范作用 

  4.法律的社会作用 

  5.法律的局限性 

  (八)法律的生成 

  1.法律生成的含义 

  2.法律生成与法律本质的关系 

  3.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的关系 

  (九)法律的方法 

  1.法律方法的含义 

  2.法律方法与法律本质的关系 

  3.各具体法律方法 

  (十)法律与社会 

  1.社会的含义与特征 

  2.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3.法律与社会发展 

  4.法律的社会分析与法律本质学说之间的关系 



 

 

  (十一)法律与政治 

  1.法律与政治的一般关系 

  2.法律与国家 

  3.法律与政党政治 

  (十二)法律与经济 

  1.法律与经济的一般关系 

  2.法律与经济基础 

  3.法律与生产力 

  4.法律与市场经济 

  (十三)法律与科技 

  1.法律与科学技术的一般关系 

  2.法律对科学技术的进步 

  3.科技进步对法律的影响 

  (十四)法律与文化传统 

  1.法律与文化传统的一般关系 

  2.法律传统与法系 

  3.法律的文化解释及其影响 

  4.正确认识法律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十五)法律与道德 

  1.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2.社会主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3.法律与文明(十六)法律与秩序 



 

 

  1.法律与秩序的一般关系 

  2.法律本质与秩序 

  3.秩序的成本 

  4.法律改革与秩序建构 

  (十七)法律的演进 

  1.法律的演进与类型理论 

  2.法律的历史类型 

  3.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 

  4.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 

  (十八)法治与法治国家 

  1.法治与法治国家的含义 

  2.法治现代化 

  3.法治与民主 

  4.法治与人权 

  5.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六、考试题型 

  可选择如下题型命题,具体如下： 

  1.选择题 

  2.填空题 

  3.简答题 

  4.论述题 

  5.案例分析题 



 

 

  《宪法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宪法学》是全日制法学硕士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复试科目，其目的在

于考察考生的对宪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综合运用宪法 

  学专业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科目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复试科目。考试范围即较有影响的宪

法学通用教材所涉及的范围。 

  三、考试基本要求 

  1、熟悉宪法学的基本概念； 

  2、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 

  3、熟练运用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形式 

  笔试，闭卷。 

  五、考试内容（或知识点）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宪法的概念与特征，宪法分类与渊源，宪法规范与宪法

结构，宪法与宪政，宪法价值；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制定与修改；宪 

  法解释；宪法监督；国家性质，国家形式（包括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

构形式、国家标志）；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自治制度（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特别行政区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权力与

国家机构，代议机关，国家元首，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六、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为判断题、选择题、概念题、简答题、论述题。 

  《刑事诉讼法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全面考核考生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及科研能力的水平。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针对考生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及科研能力的

综合性水平考试。考试范围包括刑事诉讼法学的总论、证据论、程序 

  论。 

  三、考试基本要求 

  1.考生应当全面掌握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知识点。 

  2.考生应当具备较强的运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刑事诉讼法学理论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3.考生应当具备较强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研究能力。 

  四、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书面考试，闭卷、笔试。 

  五、考试内容（或知识点） 

  1.总论部分：刑事诉讼法概述、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刑事诉讼中的专

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刑事诉讼 

  管辖、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和送达。 

  2.证据论部分：刑事诉讼证据的概述、种类、分类，刑事诉讼证明的概述、

证明对象、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证明责任。 

  3.程序论部分：立案程序、侦查程序、起诉程序、审判概述、第一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刑事特别程 

  序（包括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涉外刑事诉讼程序及刑事司法协助、刑

事赔偿程序）。 

  六、考试题型 

  1.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可能选择其中之一或二种题型）。 

  2.简答题、辨析题、判断分析题（可能选择其中之一或二种题型）。 

  3.论述题。 

  4.案例分析题。 

  830 法学综合二(含民法总论、经济法总论、刑法总论)考试大纲 

  《民法总论》考试复习大纲 

  一、考试目的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专业考试的内容，目的是考察考生对 

  民法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水平。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对民法基础知识和初步应用能力的水平考试。范围包括民

法总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特征、基本制度与实务应用能力等。 

  三、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民法总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特征、基本制度内容； 

  2、可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务案例或法律问题； 

  3、对民法总论内容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内容能够系统理解掌握。 

  4、对民法总论相关研究方向、问题有所了解，对典型案例有基本了解与分

析。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知识点测试与综合分析应用能力测

试相结合的方法。考试采用笔试形式。题型见下列内容。 

  五、考试内容（或知识点） 

  （一）民法的调整对象与分类；民法典的制定与民法通则 

  （二）民法的性质；民法与商法、经济法等部门法的关系 

  （三）民法的基本原则 

  （四）民法的效力、适用与解释方法 

  （五）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能力 

  （六）民事权利、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民事权利的内容与客体；民事权利

行使与保护方式 

  （七）民事主体制度；自然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八）人身权制度价值；人格权及其保护；身份权；住所与居所 

  （九）法律的类别；法人的能力；法人机关；法人的设立和消灭；非法人组

织 

  （十）法律行为概念、分类、成立、生效；法律行为的效力；附条件、附期

限法律行为 

  （十一）代理、代理权与代理分类；无权代理、表见代理 

  （十二）时效、诉讼时效、除斥期间；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与延长；诉讼时

效完成后的法律效力 

  六、考试题型 

  说明：基本题型如下，题量、各题分值每年可能有适当调整 



 

 

  1、概念辨析题 

  要求：回答基本概念含义；回答二概念相互关系 

  2、简述题 

  要求：回答所包含知识点，并对知识点进行必要的展开论述 

  3、论述题 

  要求：回答所包含知识点，并对知识点进行较充分的的综合论述 

  4、案例分析题 

  要求：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正确答出知识要点，简单阐述法律 

  理由 

  经济法学硕士生入学考试大纲 

  专业名称：经济法学 

  专业代码：030107 

  一、考试目的 

  通过本入学考试，旨在测试学生是否已经较为熟练地掌握经济法基本理论知

识与实务知识，了解经济法产生的独特背景和经济法发展的独特路径，分析与研

究经济法的历史任务、调整对象、地位、价值、渊源、体系、基本原则、本质、

特征、制定、实施乃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从中遴选出基础知识扎实、有独

立思考能力和培养潜质的优秀学生。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入学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具备经济法基本理论知识以及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为经济法总论，即包括本大纲所

规定的大致内容。 



 

 

  三、考试基本要求 

  熟练地掌握经济法总论这一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与一般概念；运用经济法独

特的思维方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形式 

  笔试。 

  五、考试内容 

  本入学考试内容为经济法总论：包括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经济法概念的国

内外学说以及其基本含义；经济法体系的含义；经济法渊源的种类；经济学、经

济法学和经济法学体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经济法的地位；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历史使命；经济法的本质和特征；经济法的价值；经

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等内容。 

  六、考试题型 

  本考试题型采取主观题与客观题相结合：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分析题。 

  830 法学综合二〔刑法学总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刑法学总论》是全日制法学硕士的考试科目"830 法学综合二"中的部分考

试内容。其目的是考察考生是否具备从事法学研究的知识和能力。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考察考生对刑法学基本理论掌握程度的法学综合考试，在考试科目

"法学综合二"（总分 150 分）中的分值为 50 分。考试范围包括：刑法总论基本

概念、刑法总论基本理论、运用基本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刑法总论基本概念，能准确辨析相似概念的异同； 

  2.掌握刑法总论基本理论，能运用基本理论分析实际问题。 

  四、考试形式 

  闭卷考试。试题内容客观题与主观题相结合。 

  五、考试内容（或知识点） 

  刑法的概念、体系、解释；刑法基本原则；刑法效力范围；犯罪概念和理论；

犯罪构成；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形态；

刑事责任与刑罚；刑罚的具体运用；刑罚的执行与消灭。 

  990 中国法制史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中国法制史》作为全日制法学硕士法律史专业入学考试的，其目的是考察

考生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知识的把握，是否具备进行法律史研究的素质。 

  二、考试性质与范围 

  《中国法制史》考试是法学硕士入学考试中法律史专业复试的笔试考试；考

试的范围包括《中国法制史》本科教材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以及法制史研究

的学科前沿。 

  三、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中国法制史》本科教材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 

  2．把握法律史学科前沿理论。 

  3．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主观试题和写作小论文的方式。 



 

 

  五、考试内容： 

  考试包括以下部分：主观试题一题；小论文一篇。总分为 100 分。 

  主观试题要求：对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有很好的把握，能用通顺的语言表达。 

  小论文的要求：能根据命题，写一篇 1000 字以上的论文，层次清楚，结构

合理，逻辑谨严，有一定的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