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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考查目标 

《法学综合（一）》包括法理学和民法学两部分，具体考查目标

如下： 

一、法理学考查目标 

阐释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揭示法律现象的本质

及其发展规律，掌握法律实质内蕴，理解法律的内在精神、基本原则

以及价值理念，培养法律思维方式，具备审视法学理论问题和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实践问题的能力。 

二、民法学考查目标 

掌握民法基础理论和我国民事主体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代

理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人身权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民法基

本制度框架。掌握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能够运用

正确适用民事法律及运用民法原理处理社会民事纠纷，全面了解民事权利

的体系，准确把握各种民事违法行为的构成及其后果。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考试内容及分数结构 

法理学  75分 



民法学  75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试卷题型结构为名词解释、简述题、论述题。 

Ⅲ.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 法理学 

一、法的概念 

（一）法的现象与本质 

（二）法的价值 

（三）法的特征、要素与程序 

（四）法的功能与作用 

（五）法与道德、习俗、政策的关系 

二、法的演进 

（一）法演进的阶段与动因 

（二）法起源的原因与过程 

（三）法起源的形式与规律 

（四）资本主义法的本质与特征 

（五）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与特征 

（六）法的传统与现代化 

（七）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 

三、法的创制 

（一）法的制定 

（二）法律规范与法律体系 

（三）法的渊源与法的分类 

（四）法的效力 

四、法的实现 



（一）法的生成、实效与实现 

（二）法的适用 

（三）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四）法律关系 

（五）守法与违法 

（六）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七）法律监督 

第二部分 民法学 

一、民法总论 

（一）民法的概念、特征和体系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  

（三）民法的基本原则 

（四）民事法律关系 

（五）民事主体：自然人、合伙和法人  

（六）民事权利  

（七）民事行为 

（八）代理 

（九）期限与诉讼时效 

二、物权法 

（一）物权的概念、分类与保护 

（二）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三）物权的变动 

（四）所有权 

（五）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六）相邻关系 



（七）共有 

（八）用益物权 

（九）担保物权 

（十）占有 

三、债权法总论 

（一）债的概念、特征和要素 

（二）债的发生原因与分类 

（三）债的履行 

（四）债的保全和担保 

（五）债的移转和消灭  

四、债权分则 

（一）合同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二）合同的订立 

（三）合同的内容和形式 

（四）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五）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具体合同类型 

（六）不当得利 

（七）无因管理 

五、人身权 

（一）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人身权的分类 

（三）具体人格权 

六、继承权 

（一）继承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继承制度的性质和基本原则 



（三）法定继承 

（四）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 

（五）继承程序 

七、民事责任 

（一）民事责任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二）缔约过失责任 

（三）违约责任 

（四）侵权责任 

（五）民事责任的竞合 

（六）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和适用 

Ⅳ.参考书目 

一、法律规定： 

有关立法、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等。 

二、参考书： 

（一）法理学：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二）民法学： 

王利明主编：《民法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Ⅴ. 参考试题 

（非完整试题，仅为样式与分值说明） 

一、名词解释（每题 3 分,共 30 分） 

普通法系 

二、简述题（每题 10 分,共 60 分） 

简述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三、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60 分） 



试述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Ⅵ.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 3 分,共 30 分） 

1.普通法系：是指以英国中世纪的法律、特别是普通法为基础和

传统 

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 

二、简述题（每题 10 分,共 60 分） 

1.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  

2.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  

3.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 

4.完成了法定的公示方式；  

三、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60 分） 

1.过错责任原则，即以侵害人主观过错为构成侵权行为必备要件

的归责原则，过错是行为人决定其行动的一种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

状态，违反的是对他人的注意义务，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只要

行为人尽了应有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即使发生了损害后果也不能

要求其承担责任。 

2.严格责任或过错推定原则，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在过错责任下，受害人有义务举证表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但在法

律有特别规定时，过错责任原则的举证责任可以发生转移，即过错推

定，一旦行为人的行为致人损害就推定其主观上有过错，除非行为人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应承担民事责任。 

3.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当事人实施了加害行为，虽然其主观上无

过错，但根据法律规定仍应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的

适用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随意扩大适用，适用无过错责任，



受害人不须证明加害人的过错，加害人亦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而

免责。 

4.公平责任原则，即加害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都没有过

错，但如果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补偿又显失公平的情况下，由人民法

院根据具体情况和公平的观念，要求当事人分担损害后果。 

（视论述情况，酌情给一定分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