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法学专业综合》（含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民法学总论、刑法学总论）考试大纲

一、试卷结构

（一）内容比例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民法学总论、刑法学总论各占 50 分。

（二）题型分值

概念题：30 分

简答题：40 分

论述题：60 分

案例分析题：20 分

二、其他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概述

考试内容

环境资源、环境资源问题和环境资源保护；环境法的概念与发展概况；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的目的和作用；环境法律关系；环境法的体系

考试要求

1.了解：环境资源、环境问题、环境保护；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发展概况与立法趋

势。

2.理解并掌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概念及特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目的和作用；环

境法律关系的概念、主体、客体及内容；环境法体系的概念与类型。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原则

考试内容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原则概述；保护优先原则；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损害担责

原则。

考试要求



1.了解：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原则的条件、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原则预基本制度的联系与区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各基本原则间的关

系、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原则的演化、损害担责原则的溯源。

2.理解并掌握：保护优先原则的含义、必要性和可行性及其实施和发展；预防原则的含

义、必要性和可可行性及其实施；公众参与原则含义、必要性及实施；损害担责原则的含义

及实施。

三、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制度

考试内容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制度的概念与特点；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制度，具体包

括环境规划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许

可证制度；经济调控制度；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自然资源恢复制度；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禁限制度。

考试要求

1.了解：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制度的概念与特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制度的分类、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制度的特点。

2.理解并掌握：环境规划制度的概念与主要内容（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制度、自然资源规划制度与城乡规划制度）；环境监测的概念及其制度内容（环境监测的

目的、对象与分类；环境监测管理）；环境标准的概念及其制度内容（环境标准体系、环境

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制定环境标准的原则）；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及其制度内容（环境影响

评价的对象、具体内容及程序）；“三同时”的概念及其制度内容（适用范围与内容）；许可

证的概念及其制度内容（环境许可证的分类、排污许可证制度及违反许可证制度的法律责

任）；经济调控制度（环境资源税）；自然资源权属制度的概念与主要内容（自然资源所有权、

自然资源使用权的取得、变更与消灭）；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概念及其制度主要内容（狭义

层面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自然资源恢复制度的概念、性质、分类及

自然资源恢复的责任主体；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禁限制度的概念及主要内容（海事禁限、林事

禁限、草原利用禁限、矿事禁限、地事禁限与水事禁限）。

四、环境法律责任

考试内容

环境法律责任概述；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环境刑事法律责任。

考试要求

1.了解：环境法的法律责任与环境法中的法律制裁的关系；环境行政责任的概念、构成

要件与种类；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的概念、《刑法》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定。

2.理解：环境法律责任判断和分析所依据的原则；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

分配、因果关系认定及责任的承担方式。

五、环境保护法的实施

考试内容

环境保护法实施概述；环境守法、执法、司法；环境法律监督

考试要求

1.了解：环境保护法实施的概念和意义、环境守法的概念及促进、环境执法主体方式与

效力、环境法律监督的概念意义与构成。

2.理解：环境守法的因素、环境执法原则、环境司法原则、环境行政诉讼、环境民事诉

讼、环境刑事诉讼、国家环境法律监督与社会环境法律监督。

六、 环境污染防治法



考试内容

环境污染与其他公害的概念、类型与特征；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立法概况；我国环境污染

防治主要法律规定，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噪声污

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防治法。

考试要求

1.了解：环境污染与其他公害的概念、类型与特征，以及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立法概况。

2.掌握：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立法及其主要法律规定，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

法、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防治法。

七、自然资源保护法

考试内容

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概念与体系；自然资源保护立法概况及其主要法律规定，包括：土地

资源保护法；水资源保护法；森林资源保护法；草原资源保护法；矿产资源保护法；渔业资

源保护法；海洋资源保护法。

考试要求

1.了解：自然资源保护法的体系，土地资源保护法、水资源保护法、森林资源保护法、

草原资源保护法、矿产资源保护法、渔业资源保护法、海洋资源保护法的立法概括。

2.理解：自然资源的概念、特征，以及自然资源保护法的概念、特征与体系。

3.掌握：土地资源保护、水资源保护、矿产资源保护、森林资源保护、草原资源保护、

渔业资源保护、海洋资源保护的主要法律规定。

八、生态保护法

考试内容

生态保护概况及其立法概述；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及其具体制度；野生植物保护立法及其

基本法律制度；自然保护区立法；风景名胜区和文化古迹保护法；水土保持法与防沙治沙法。

考试要求

1.了解：生态保护概况及其立法概括，野生动物保护立法、野生植物保护立法、自然保

护区立法、景名胜区和文化古迹保护法、水土保持法与防沙治沙法的立法概括。

2.理解：生态保护、野生动物保护、野生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文化古

迹、水土保持、防沙治沙等基本概念。

3.掌握：野生动物保护、野生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水土保持等基本法律制度。

九、国际环境法

考试内容

国际环境法的概念、特点；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及基本原则；国际环境法的主要立法，包

括气候保护的国际环境法立法概况、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环境法立法概况、外层空间国际

环境法立法概况、危险废物管理国际环境法立法概况。

考试要求

1.了解：国际环境法的概念、特点；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及基本原则。

3.理解：国际环境法的主要立法，包括气候保护的国际环境法立法概况、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国际环境法立法概况、外层空间国际环境法立法概况、危险废物管理国际环境法立法概

况。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参考书：

（1）曹明德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2）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七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民法学（总论）
一、民法概述

考试内容

民法的概念 民法与民法学 民法的调整对象 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 民法调整的人

身关系 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我国的民事立法 民法的

体系 民法学的体系 民法渊源 制定法 习惯 判例 法理 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学

理民法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民法基本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的具体含义 民事主体资格平等 民事主体地位平等 民事主体平等

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 自愿原则的含义 诚实信

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体现 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的联系和区别 公序良俗原

则的含义 我国从学理上概括的违反公序良俗的类型 禁止权力滥用原则 学理上构成权

利滥用的条件 学理上判断滥用权利的主客观标准 民法的适用范围 民法对人的适用范

围 民法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民法的溯及力问题

考试要求

1. 掌握民法的概念；了解民法与民法学的关系。

2. 掌握民法调整对象：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

3. 理解民法的沿革；了解 20世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了解我国民事立法。

4. 理解现行民法的体系；理解民法学的体系。

5. 掌握民法的渊源：制定法、习惯、判例和法理。

6. 掌握民法的适用范围：民法对人的适用范围和民法在空间上的适用范围以及关于民

法的溯及力问题。

7. 了解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及其意义。

8. 了解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理解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法定民法基本原则以及法定

民法基本原则及其与学理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9. 掌握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指导功能、约束功能、补充功能。

10. 掌握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平等原则，包括平等原则的具体含义：民事主体资格平等、

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民事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平等地受法律

保护。

11. 掌握民法基本原则中的自愿原则。包括掌握自愿原则的含义内容。

12. 掌握民法基本原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掌握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体现。掌握诚实信

用原则与公平原则的联系和区别。

13. 掌握民法基本原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掌握公序良俗原则的含义，我国从学理上概

括的违反公序良俗的类型。

14.掌握《民法总则》中“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原则的含义、意义。

15. 掌握民法基本原则中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掌握从学理上概括的权利滥用具备的三

个条件：当事人有权利存在、权利人有行使权利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有滥用权利的违法性。

掌握学理上判断滥用权利的主客观考察

二、民事法律关系

考试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的意义 民事法律

关系的要素的构成及其意义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



的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的含义 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与消灭的原因

——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 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 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 民事权利的概念、

分类、行使和保护 民事行为 民事义务的概念、分类 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责任

与其他责任的区别 民事责任的分类。

考试要求

1. 掌握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了解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意义。

2. 了解民事法律关的要素构成及其意义。掌握民事法律关系构成要素中的主体、客体

和内容。

3. 掌握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的含义。理解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与消

灭的原因——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掌握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和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

4. 掌握民事权利的概念、分类、行使和保护。掌握民事义务的概念和分类。掌握民事

责任的概念与特征、民事责任与其他责任的区别及民事责任的分类。

三、民事权利

考试内容

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的特点 民事权利的分类 民事权利的取得 民事权利的

变更的类型 民事权利的救济

考试要求

1. 掌握民事权利的概念。

2. 掌握民事权利的特征。

3. 掌握民事权利的分类。

4. 掌握民事权利的取得。掌握原始取得的概念；掌握继受取得的概念。

5. 掌握民事权利救济的类型。掌握公力救济的概念；掌握自力救济的概念。

四、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

考试内容

民事义务的概念 民事义务的分类 民事责任的概念 民事责任的分类 民事责任的

免责事由

考试要求

1.掌握民事义务的概念。

2.了解民事义务的分类。

3.掌握民事责任的概念。

4.了解民事责任的分类。了解财产责任与非财产责任、单独责任与共同责任、按份责任

与连带责任的概念；了解不同民事责任之间的区别。

五、民事主体

考试内容

自然人与公民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特征 自然人民

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自然人民

事行为能力的种类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宣

告失踪 宣告死亡 监护的概念与设立监护的目的 监护人的设立 监护人的职责 监护

的终止 自然人住所的概念 自然人住所的种类 自然人住所的法律意义



法人的概念和本质 法人应具备的条件 法人的分类 企业法人 机关法人 事业单

位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 区分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法人的民事行

为能力 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法人机关的概念 法人机关构成及法定代表 法人机关与

法人的关系 法人的成立 法人的变更 法人的终止 法人的登记 捐助法人的含义与成

立条件

非法人组织的概念 非法人组织应具备的要件 合伙的概念、特征 合伙的法律地位

个人合伙与法人合伙 合伙事务的执行 合伙财产与合伙债务承担 入伙 退伙 合伙的

解散 其他法人组织 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个人独资企业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

构 筹建中的法人

考试要求

1. 了解自然人与公民。掌握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特征。

掌握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2. 掌握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掌握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种类：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3. 了解宣告失踪的条件和程序以及失踪宣告的撤销；掌握宣告失踪的效力。了解宣告

死亡的条件和程序以及失踪宣告的撤销；掌握宣告死亡的效力。

4. 理解监护的概念和设立监护的目的。了解监护人的设立；掌握监护人的职责；了解

监护的终止。

5. 理解自然人住所的概念。了解自然人住所的种类；掌握自然人住所的法律意义

6. 掌握法人的概念和本质、法人应具备的条件。掌握法人的分类：企业法人、机关法

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掌握区分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7. 掌握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8. 理解法人机关的概念、法人机关构成及法定代表。掌握法人机关与法人的关系。

9. 掌握法人的成立、法人的变更和法人的终止。了解法人的登记。

10.掌握《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各种具体的法人类型以及该类型法人的含义、成立条件

等，如捐助法人的含义与成立条件。

11. 理解非法人组织的概念。了解非法人组织应具备的要件。

12. 掌握合伙的概念、特征；理解合伙的法律地位；掌握个人合伙与法人合伙；掌握合

伙事务的执行；掌握合伙财产与合伙债务承担以及入伙、退伙与合伙的解散。

13. 了解个体工商户的概念与意义；

14.了解家庭承包经营户的概念与意义。

15.了解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

16.了解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的设立条件；

17.了解筹建中的法人的法律地位。

六、民事法律行为

考试内容

民事行为 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民

事法律行为的形式 意思表示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意思表示的分类 意思与表示不一致

意思表示不自由 意思表示的解释 民事行为的成立 民事行为的生效 民事法律行为的

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民事法律行

为的概念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的法律后果 可变更、可撤销民

事行为的概念和种类 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撤销 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概念、类型及追认 相



对人的催告权与撤销权

考试要求

1. 掌握民事行为、法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掌握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掌握民事法

律行为的分类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

2. 掌握意思表示的概念和构成要素。掌握意思表示的分类。理解意思与表示不一致、

意思表示不自由和意思表示的解释。

3. 掌握民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

4. 掌握民事法律行为的实质要件。了解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

5. 掌握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6. 掌握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了解民事行为被确认无

效的法律后果。

7. 掌握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概念和种类。理解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撤销。

8. 掌握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概念、类型及追认。了解相对人的催告权与撤销权。

七、代理

考试内容

代理的概念 代理与相关概念 代理的特征 代理的适用范围与意义 代理的分类 委

托代理 法定代理 制定代理 民法上的代理 诉讼上的代理 一般代理与特别代理 单

独代理与共同代理 本代理与再代理 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积极代理与消极代理 有权

代理与无权代理 代理权的概念与性质 代理权的发生 代理权的授予 代理权的行驶

滥用代理权的禁止 代理权的消灭 无权代理的概念与特征 狭义的无权代理 表见代理

考试要求

1. 掌握代理的概念。了解代理与相关概念。掌握代理的特征及代理的适用范围。了解

代理的意义。

2. 掌握委托代理、法定代理、指定代理。掌握民法上的代理与诉讼上的代理。理解一

般代理与特别代理、单独代理与共同代理。掌握本代理与再代理、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了

解积极代理与消极代理。掌握有权代理与无权代理。

3. 掌握代理权的概念与性质。了解代理权的发生、代理权的授予、代理权的行驶、滥

用代理权的禁止和代理权的消灭。

4. 掌握无权代理的概念与特征。了解狭义的无权代理。

5. 掌握表见代理的含义、成立条件。

八、诉讼时效

考试内容

时效制度的概念与作用 时效的种类 诉讼时效的概念 诉讼时效的效力 诉讼时效的

适用范围 诉讼时效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分类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中止、中断和延长 除

斥期间的概念和特征 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别

考试要求

1. 理解时效制度的概念与作用。理解时效的种类。

2. 掌握诉讼时效的概念，诉讼时效的效力。掌握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掌握诉讼时效

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分类以及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中止、中断和延长。

3. 理解除斥期间的概念和特征。



4.理解除此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别。

民法学（总论）参考书：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法学》编写组：《民法学》，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9年版。

（2）魏振瀛主编：《民法》（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刑法学（总论）
一、刑法概说

考试内容

（一）刑法的概念、性质与渊源

刑法的概念 刑法的性质 刑法的渊源

（二）刑法的指导思想、根据与任务

刑法的指导思想 刑法的指导思想

（三）刑法的体系与解释

刑法的体系 刑法的解释

考试要求

1.了解刑法的概念，刑法渊源的类型，刑法的指导思想，以及刑法的体系。

2.理解刑法的阶级性质和法律性质，刑法的任务，以及刑法解释的类别。

二、刑法的基本原则

考试内容

（一）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与意义

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二）保障人权原则

保障人权原则的含义 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体现

（三）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四）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含义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五）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立法体现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司法适

用

（六）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

罪责自负原则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考试要求

1.了解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其意义。

2.理解保障人权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

责自负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三、刑法的效力

考试内容

（一）刑法的空间效力



刑法空间效力的概念和原则 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 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 我国刑法

的保护管辖权 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 管辖冲突问题

（二）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生效时间 刑法的失效时间 刑法的溯及力

考试要求

1.了解刑法空间效力的概念和原则，以及刑法时间效力的概念。

2.理解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管辖权、普遍管辖权，以及刑法溯

及力的概念及其原则。

四、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考试内容

（一）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的类型 犯罪的基本特征

（二）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与模式 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的概念与特征 犯罪构成的分类 犯罪

构成的意义

考试要求

1.了解犯罪的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和混合概念，以及犯罪构成理论的主要模式。

2.理解犯罪的基本特征，以及犯罪构成的概念、特征、分类及其意义。

五、犯罪客体

考试内容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与特征

犯罪客体的概念 犯罪客体的特征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二）犯罪客体的分类

一般客体 同类客体 直接客体

考试要求

1.了解犯罪客体的概念、特征，以及犯罪的一般客体和同类客体。

2.理解犯罪直接客体的概念、分类及其立法形式，以及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

六、犯罪客观方面

考试内容

（一）犯罪客观方面概述

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 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 犯罪客观方面的意义

（二）危害行为

危害行为的概念 危害行为的分类

（三）危害结果

危害结果的概念 危害结果的分类

（四）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概念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特点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性质 刑法上的因果

关系认定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五）犯罪客观方面的其他要件

行为的时间 行为的地点 行为的方法

考试要求

1.了解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危害行为的概念，以及危害行为的时间、

地点和方法。

2.理解危害行为的分类，以及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概念、特点、性质、认定及其与刑事责



任的关系。

七、犯罪主体

考试内容

（一）犯罪主体概述

犯罪主体的概念 犯罪主体的意义

（二）自然人犯罪主体

自然人犯罪主体的概念与构成条件 刑事责任能力 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三）单位犯罪主体

单位犯罪的概念与构成特征 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

考试要求

1.了解犯罪主体的概念、意义，自然人犯罪主体的概念，以及犯罪主体特殊身份的概念

及

其类型。

2.理解自然人犯罪主体的构成条件，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内容、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及单位犯罪主体的概念、构成特征、处罚原则。

八、犯罪主观方面

考试内容

（一）犯罪主观方面概述

犯罪主观方面的概念 犯罪主观方面的特征

（二）犯罪故意

犯罪故意的概念 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 犯罪故意的分类 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

（三）犯罪过失

犯罪过失的概念 犯罪过失的分类 认定犯罪过失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四）无罪过事件

意外事件 不可抗力 无期待可能性

（五）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

犯罪目的 犯罪动机 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关系

（六）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法律认识错误 事实认识错误

考试要求

1.了解犯罪主观方面的概念、 特征，犯罪过失的概念、分类，以及无罪过事件。

2.理解犯罪故意的概念、构成要素、分类， 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犯罪动机与犯罪目

的的关系，以及刑法上的法律认识错误和事实认识错误。

九、正当行为

考试内容

（一）正当行为概述

正当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正当行为的种类 研究正当行为的意义

（二）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的概念与特征 正当防卫的条件 正当防卫中的特殊防卫 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

任

（三）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的概念与特征 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 避险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紧急避险与正当

防卫的异同

（四）其他正当行为



自救行为 正当业务行为 法令行为 基于权利人承诺或自愿的损害

考试要求

1.了解正当行为的概念、特征、种类，正当防卫的概念、特征、条件，紧急避险的概念

与特征，以及其他正当行为的具体类型。

2.理解正当防卫中的特殊防卫，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避险过

当及其刑事责任，以及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异同。

十、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考试内容

（一）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概述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概念与特征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二）犯罪既遂形态

犯罪既遂形态的概念 犯罪既遂形态的类型 既遂犯的处罚原则

（三）犯罪预备形态

犯罪预备形态的概念与特征 预备犯的处罚原则

（四）犯罪未遂形态

犯罪未遂形态的概念与特征 犯罪未遂形态的种类 未遂犯的处罚原则

（五）犯罪中止形态

犯罪中止形态的概念与特征 中止犯的处罚原则

考试要求

1.了解故意犯罪各种特殊形态的概念及其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2.理解故意犯罪各种特殊形态的成立条件和处罚原则预备。

十一、共同犯罪

考试内容

（一）共同犯罪概述

共同犯罪的概念 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共同犯罪的认定

（二）共同犯罪的形式

任意的共同犯罪与必要的共同犯罪 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与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简

单的共同犯罪与复杂的共同犯罪 一般共同犯罪与有组织的共同犯罪

（三）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主犯及其刑事责任 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 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

考试要求

1.了解刑法规定共同犯罪的意义。

2.理解共同犯罪的概念、成立条件及其认定，共同犯罪的不同形态，共同犯罪人的刑事

责任，熟悉并能够运用共同犯罪的法律规定与共同犯罪理论。

十二、罪数

考试内容

（一）罪数概述

罪数形态研究的意义 罪数的判断标准

（二）一罪的类型

实质的一罪 法定的一罪 处断的一罪

（三）数罪的类型

异种数罪和同种数罪 并罚的数罪和非并罚的数罪 判决宣告以前的数罪和刑罚执行期

间的数罪

考试要求



1.了解区分罪数的意义。

2.理解罪数的区分标准与区分方法，熟悉并能够运用实质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处断的

一罪，以及数罪的类型。

十三、刑事责任

考试内容

（一）刑事责任概述

刑事责任的概念 刑事责任的基本特征 刑事责任与犯罪、刑罚的关系 刑事责任的地位

（二）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 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 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

（三）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

刑事责任的产生阶段 刑事责任的确认阶段 刑事责任的实现阶段

（四）刑事责任的解决方式

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 刑事责任的其他解决方式

考试要求

1.了解刑事责任与法律后果的关系。

2.理解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以及刑事责

任的解决方式。

十四、刑罚及其种类

考试内容

（一）刑罚与刑罚权

刑罚的概念与特征 刑罚权的根据与内容

（二）刑罚的目的与功能

刑罚的目的 刑罚的功能

（三）刑罚的体系与种类

刑罚的体系 刑罚的种类

考试要求

1.了解刑罚与其他法律制裁的关系以及刑罚体系的概念与特点。

2.理解刑罚的概念与特点，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关系，刑罚对犯罪人和社会的功能，

以及刑罚各类型的适用条件。

十五、刑罚制度

考试内容

（一）刑罚裁量制度

刑罚裁量概述 累犯 自首 坦白 立功 数罪并罚 缓刑

（二）刑罚执行制度

刑罚执行概述 减刑 假释 社区矫正

（三）刑罚消灭制度

刑罚消灭概述 追诉时效 赦免

考试要求

1.了解量刑的意义，从重、从轻、减轻与免除处罚的基本含义以及量刑的酌定情节，刑

罚执行的概念、原则以及减刑、假释、社区矫正的意义，以及刑罚消灭的概念、赦免的概念。

2.理解量刑的概念、原则以及缓刑制度的具体内容，熟悉并能够运用量刑的法定情节，

累犯、自首、坦白与立功的成立条件与处罚原则，数罪并罚的方法；减刑和假释的概念与条

件，熟悉并能够运用减刑的限度与幅度、减刑的程序与减刑后的刑期计算方法，假释的考验

期限与假释的撤销条件；追诉时效的概念， 熟悉并能够运用追诉时效的期限与计算方法。



刑法学（总论）参考书：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法学》编写组：《刑法学》（上册·总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2）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