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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1年 1月自学考试中国法制史试题 

课程代码:00223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 

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      A      ) 18 
A.原始社会  B.夏朝 
C.西周时期  D.春秋时期 
2.嫡长子继承制成熟于(      C      ) 238 
A.夏朝  B.商朝 
C.西周时期  D.春秋时期 
3.炮烙酷刑见于(      B      ) 115 
A.夏朝  B.商朝 
C.西周时期  D.春秋时期 
4.西周穆王时期所制定的法律是.( B.          ) 226 
A.《九刑》  B.《吕刑》 
C.《禹刑》  D.《汤刑》 
5.西周专门用于惩罚贵族或官员的刑罚是(    D        ) 229 
A.死刑  B.肉刑 
C.徒刑  D.鞭刑 
6.西周时期将偶犯称为(    B.        ) 227 
A.惟终  B.非终 
C.眚  D.非眚 
7.赎刑的制度化始于(      C      )229 
A.夏朝  B.商朝 
C.西周时期  D.春秋时期 
8.西周时期已区别民、刑诉讼，其中民事诉讼称为(      D      ) 239 
A.质  B.剂 
C.狱  D.讼 
9.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是(      A.      ) 352 
A.《法经》  B.《永明律》 
C.《唐律疏议》  D.《北齐律》 
10.秦朝时，协助皇帝负责国家司法事务的廷尉位列于(D.      )  468 
A.三公  B.三老 
C.六部尚书  D.九卿 
11.秦朝法律规定：擅自移动田界标志“封”的行为构成(      A.      ) 466 
A.盗徙封罪  B.盗耕公私田罪 
C.盗卖公私田罪  D.盗卖口分田罪 
12.秦朝法律规定：凡隐匿户口者，一律构成(D.          )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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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乏徭罪  B.妄言罪 
C.盗徙封罪  D.匿户罪 
13.汉朝最重要的法典是(      A      ) 578 
A.《九章律》  B.《贞观律》 
C.《开皇律》  D.《泰始律》 
14.最早规定“重罪十条”的是(      D      ) 6111 
A.秦律  B.汉律 
C.《新律》  D.《北齐律》 
15.“官当”制度始创于(C            ) 6116 
A.夏商周时期  B.秦汉时期 
C.魏晋南北朝时期  D.隋唐时期 
16.唐朝的行政法典是(        A    ) 7135 
A.《唐六典》  B.《唐律疏议》 
C.《武德律》  D.《开元格》 
17.根据农时需要，在特定期限内不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务限法制度确立于(    D        ) 8181 
A.隋朝  B.唐朝 
C.五代时期  D.宋朝 
18.元朝蒙古王公贵族垄断的特权审判机构是(      A      ) 9198 
A.大宗正府  B.大理寺 
C.刑部  D.廷尉 
19.“奸党罪”始设于(D.          ) 10211 
A.秦朝  B.唐朝 
C.宋朝  D.明朝 
20.限制海外贸易并颁布《迁海令》的王朝是(      D      ) 11245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21.明代由皇帝的护卫亲军发展而来的特务机构是(C          ) 10222 
A.东厂  B.西厂 
C.锦衣卫  D.刑部 
22.清政府于 1908 年颁布了(    B        ) 13268 
A.“预备立宪”上谕  B.《钦定宪法大纲》 
C.《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D.《大清新刑律》 
23.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商法》公布于(D.          ) 16340 
A.明朝  B.清朝末年 
C.北洋政府时期  D.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24.清末为进行地方政治体制改革，颁布了(    C.        ) 13268 
A.《内阁官制》  B.《钦定行政纲目》 
C.《各省官制通则》  D.《法部官制》 
25.“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最早见于(    B        ) 13277 
A.《唐律疏议》  B.《大清新刑律》 
C.《大清现行刑律》  D.《中华民国刑法》 
26.晚清被清政府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的是(      C.      ) 1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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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康有为  B.袁世凯 
C.伍廷芳  D.端方 
27.清末负责立宪的专门机构是(    B        ) 13267 
A.修订法律馆  B.宪政编查馆 
C.资政院  D.谘议局 
28.清末修律中“法理派”的代表人物是(      C      ) 13279 
A.张之洞  B.刘坤一 
C.沈家本  D.劳乃宣 
29.南京国民政府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机构是(    B.        ) 16346 
A.平政院  B.行政法院 
C.司法院  D.立法院 
30.工农民主政权时期在形式上、内容上最有代表性的刑事立法是(B          ) 17366 
A.《肃反条例》 
B.《惩办反革命条例》 
C.《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D.《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 

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31.西周时期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是(  A    B. C D. E  ) 227 
A.矜老恤幼原则  B.区分故意与过失原则 
C.区分惯犯与偶犯原则  D.罪疑从轻原则 
E.世轻世重原则 
32.唐朝官僚贵族所享有的减免刑罚的特权原则具体包括(A    B. C D. E ) 7146 
A.议  B.请 
C.减  D.赎 
E.官当 
33.清朝经过“秋审” 、 “朝审” ，将所有人犯分为(A    B. C D ) 11248 
A.情实  B.缓决 
C.可矜  D.留养承祀 
E.发遣 
34.在清末制定《大清新刑律》的过程中， “礼教派”与”法理派”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A 
B. C D. E  ) 13279 
A.干名犯义  B.存留养亲 
C.无夫奸  D.子孙违犯教令 
E.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 
35.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是(A C D            ) 17381 
A.自愿原则  B.强制原则 
C.遵守法律并兼顾良俗原则  D.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 
E.不告不理原则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9分) 
36.同姓不婚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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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同姓不婚是西周是婚姻成立的限制 

姓是出自同一氏族的人的共同称号， 同姓代表着有共同的血缘关系。 关于结婚， 

周人限制同姓结婚，理由有二：其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其二，“取于异姓， 

所以附远厚别也”。即通过与异姓联姻，对远邦起到安抚的作用，使边远地方的异族 

归附，使别姓与自己亲厚，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可见，周人强调同姓不 

婚还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考虑。 
37.《开皇律》7128 
《开皇律》是隋朝的第一部律，也是隋初重要的立法成果。隋文帝即位后，就令高 

颍等大臣参考魏晋以来立法，借鉴以往的立法经验与教训，确定“取适于时”的指 

导思想，修订新律。开皇三年(583)，他又认为新拟律文过于苛密，再令苏威、牛 

弘等大臣更定，其中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仅留律条500 

条共12卷。《开皇律》就此而定型。 
38.特种刑事法庭  16345 
答: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即颁布《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在各省市设立“特 

种临时地方法庭”，在首都设“特种刑事中央临时法庭”，分别审理反革命案件和土豪劣 

绅案件的第一审和上诉审，但由于反对者较多，1929年撤销。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 

时刻，力维护其统治又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在各省设立“高等特种刑事法 

庭”，在首都设“中央特种刑事法庭”，负责审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所 

规定的案件。高等特种刑事法庭所审理的案件“不得上诉及抗告”，五年以上之有期徒 

刑得申请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复判，无期徒刑以上之案件，原审法院须移送中央特种刑事法 

庭复判。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39.简述战国时期法家的法制指导思想。349 
答:（一）厉行法治 

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视法律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认为法能确定名分，防止争夺。 

早期法家人物慎到以“百人逐兔”的故事、解释法的定分止争的作用。法还能够禁止 

恶民乱臣犯罪， 基于人性本恶的观点， 法家认为道德教化不能改变人的恶性， 只有 “眼 

之以法”，才能“国治而民安”。法还能够制民胜民，“胜民之本在制民”！，通过法 

律使民众致力于农业与战争，以求富国强兵。因此，法家强调厉行法治，做到“不别 

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也就是不管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不管爵位贵贱，灵要 

违法犯罪，一律按法律论罪处刑。所以说：“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二）法律公开 

法家主张用来治国的法律必须是向百姓公开的，所谓：“法者，编著之图籍，没 

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譬也就是一方面，法令要公开，力求做到家喻户晓； 

另一方面，“以法为教”，让官吏与民众都明白法律，“以吏为师”，由通晓法律的人 

担任法官，并向其他官吏和民众传授法律，教育的内容也是以法令为主要内容，做 

到“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 

敢犯法以于法官也。” 

（三）轻罪重罚 

法家主张适用刑罚时采用轻罪重罚的重刑主义。商鞅认为：“故行刑，重 

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也就是说，对轻

  
  
  
  
  
qq
59
37
77
55
8

http://ikaoti.cn/shop/


考试学习软件商城（examebook.com ）出品 自考三件宝：笔记、真题及答案、音频！ 

本文档资源由考试真题软件网（down.examebook.com）搜集整理免费提供下载，请勿商用！ 

罪适用重刑，那么轻罪就不致产生，轻罪没有了，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这种观点也 

被称为“以刑去刑”。商鞅的这一观点被法家所推崇，后世法家多采重刑主义。 

但这一论调本身却包含着谬误，因为并非先有轻罪再有重罪，当对轻罪适用重刑 

时，对重罪的处罚显然无力，“轻罪重罚”不仅难以真正达到“去刑”的目的，相 

反由于其对重罪的打击不力，可能适得其反，使得重罪增加。 
40.与前朝立法相比，曹魏《新律》有何发展?6109 

答 (1)《魏律》亦称为《新律》在法典的篇数上，《新律》以汉朝《九章律》为基础， 

修改十三篇，沿用五篇，共计十八篇，弥补了旧律“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 

漏”僵，的缺陷； 
(2)在体例上，将具有刑法总则意义的《具律》改称为《刑名》，列于首篇。在我国第 

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中，作为刑法总则的《具律》被置于律的最末篇， 

汉朝的《九章律》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加上“户律”、“兴律”、“厩律”三篇， 

致使《具律》处在一部律的中间位置，这显然与其作为总则起统领作用的地位不相符， 

《新律》将《具律》改称为《刑名》，并将其位置调整为一部律的第一篇，改变了“罪 

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的弊端，将其“冠于律首”，使之名副其实， 

这是我国法典编纂体例上的一次重大创造，成为日后中国法典编纂体例的基本思 

路，以后法典的总则均放在法典的第一篇。 

(3)此外，《新律》还删除不合时宜的条款，合并内容相同的律、令、科条，使“文 

约而例通”； 

(4)在内容上，《新律》改革刑罚制度，重定刑名，减轻对某些罪的处罚，作了不少 

调整，如体现法律儒家化的“八议”制度被纳入到法律中，这一制度被后世所继承， 

成为贵族官僚的特权之一。 
41.简述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制度的特点。15318 
答: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制度处于新旧交替的重要阶段，各种情况和利益交织在一起， 

使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有着明显的特点。 

（一）军事审判范围扩大 

北洋政府从本质上讲是军阀专制的政府，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为了确保自己对 

司法的控制，在整个社会要求司法独立、审判公开的呼声下，以更为隐蔽的方法，即扩 

大军事审判的方法来强化对司法审判的干涉。首先，依据《戒严法》之规定，在警备地区， 

与军事有关的地方行政和司法事务管辖权移交该地之司令官， 接战地区的地方行政和司 

法权移交该地之司令官。其次，按照《惩治盗匪法》和《惩治盗匪法施行法》规定，凡 

有高级军官统帅之军队，于驻地查获盗匪案件，由该军官审判，京师及特别要塞地方之 

盗匪案，由特派之军政执法长官审判。最后，依据法律规定，凡军法会审的案件基本上 

秘密举行，不得旁听，不得辩护，不得上诉。 

（二）新旧杂陈 

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制度，一方面在晚清所确立的近代化方向的基础上又有了较 

大和实质上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负面的现象。 

． 1．司法制度的新发展 

制度方面的新发展包括： 

(1)律师制度初步形成 

晚清时期虽然从法律上规定了律师制度和律师职业的合法化， 但并未真正来得及 

实行。1912年北洋政府公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律师法《律师暂行章程》，对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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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任职的程序、权利义务、律师组级等均作了详细的规定，该法对我国律师制度的构 

建起了重要的作用。 

(2)法官职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北洋政府在晚清法官考试制度确立的基础上， 对法官职业化从各个角度又作了专门 

规定，先后颁布了《司法官考试令》、《司法官惩治法》、《司法官官等条例》等一系列法 

律法规，彻底将司法官与行政官员进行了区分，要求司法官必须具备比行政官员更高的素 

质，从而使这一制度进一步完善。 

2．负面现象 

这些负面现象包括县知事兼理司法、封建军阀对司法权干涉的扩大、司法专横和 

外国人司法特权扩大等问题。 县知事监理司法和封建军阀对司法的干涉， 前面已有所提及， 

这里仅就外国人司法特权的扩大问题做一介绍。根据11919年公布的《审理无约国人民民刑 

诉讼章程》和次年修订的《审理无领事裁判权国人民重罪案件分别处刑办法》规定，无领 

事裁判权人在华犯罪，仍在关押和量刑上给予一定的照顾。较之以前的规定，外国人 

的司法特权有所扩大。 

这种新旧杂陈现象既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又是发展中所难免要付出的代价。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42.试论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所产生的影响。7141 
答;  唐律作为中华 法系的代 表作 ， 曾对 中 国唐后的一些 封建朝代 和 当时一 

些东砭国家的立法，产生过很大影响。 

（一）对唐后中国的封建朝代立法的影响 

唐律 对唐后一 些封建 朝代的立 法产生 过很大影响 ， 是中国 传统 法典 

的楷模。这里以较为著名的《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为例。 

《 宋 刑统 》 是宋朝 的一部 主要法 典 。 它虽然在 体例和 内容方 面 与唐 

律稍有差异，比如，《宋刑统》在篇下设门，共计 213门；新增了“户绝资 

产”、“死商钱物”等一些内容；新定了“折杖法”等，但是，它在体例上还 

是沿用唐律的构架，内容上还是袭用唐律的为多，正如今人陈顾远所言：《宋 

刑统》“莫远离唐律也”。 

《大明律》也以唐律为宗。洪武六年 (1374)制定的《大明律》，其结构 

与唐律基本相同，“篇目一准于唐”。洪武三十年 (1397)制定的《大明律》 

虽采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篇的结构，与唐律有较大的不同， 但 

仍保留“名例“篇，而且律中的大部分内容仍与唐律的相同或相似，其影响 

仍存。 

《大清律例》采用《大明律》的体例，也以六部分篇，但内容还是大 量 取 

自 唐 律 ， 多 数 内 容 与 唐 律 的 相 同 或 相 近 。 唐 律 的 内 容 仍 是 《大清律例》 

的主干，《大清律例》也没有远离唐律，相反还是受到唐律的很大影响，正如 

陈顾远所讲的：“明清则仍复唐（律）之1日。” 

总之，中国唐后一些封建朝代的立法均以唐律为楷模，唐律的影响深远：关于这 

一点，前人已有定论，《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载：唐律，“宋世多采用之： 

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 

其篇目一准于唐；至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请编类颁行，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 

而以名例冠于篇首。”《大清律例》的情况与《大明律》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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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当时东亚国家立法的影响 

唐律还对当时一些东亚国家的立法产生过影响，涉及的国家包括朝鲜、越南、 

日本等，是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唐律的内容，并 

以其为基础，制定本国的法律。 

在朝鲜，当时的《高丽律》以唐律为蓝本而制定，因此在体例结构上与唐律相同， 

在内容上也大多与唐律相同或相似。史载： “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 

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2此话是真。 

在越南，李太尊明道元年(1042)颁布的《刑法》、陈太尊建中六年(1230)颁行的 

《国朝刑律》、黎氏王朝初年(1401)制定的《鸿德刑律》等，都以唐律为楷模。《历 

朝宪章类志·刑律志》说：宅们都“遵用唐宋旧制，但其宽严之间，时加斟酌”；“参 

用隋唐，断治有画一之条，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宪”。 

在日本，文武天皇( 697-707)时制定的《大宝律令》和元正天皇( 715 -723)时制 

定的《养老律令》等一些法律，都是唐律的翻版，这已为日本学者所承认。池田温说： 

“日本古代的律令开创于中国隋唐时代，日本向隋唐学习过国家制度和文化，也模仿 

隋唐的国家制度和律令，编纂了自己的律令。”萝大竹秀男和牧英也认为，日本的大宝 

继承了唐律并一下子跃上像唐律那样的高水平。 

鉴于唐律在东亚国家的影响，世界学术界对唐律和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给 

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学者把唐律誉为“东方法制史枢轴”；美国学者韦格摩尔在他的 

《世界法系大全》中，把中华法系与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同 

称为“世界五大法系”。可见，唐律的影响以及它在世界法制史中的重要地位。 
43.试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14293 
答;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有7章56条，包括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 

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具体内容为： 

第一，明确了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总纲”第一、二条明确：“中华民 

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样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 

是第一次。这里的“人民”、“国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主要是指新兴的资产阶级 

及其代言人、支持者。《临时约法》的规定，正式宣告了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处于领 

导地位，肯定了主权在民，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彻底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部分立 

宪知识分子宣传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确立了新国家是一个“主权在民”的资 

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第二，明确了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明文确定中华民国的 

国土疆域是22省、内外蒙古、西藏和青海，规定蒙古、西藏、青海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 

贫割的组成部分，蒙古族和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第一次正式向世告， 

中国是一个有自己完整领土主权的、独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映了维护国家统一 

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与决心，也深人体现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民族团结的思想。 

第三，规定国家机关采取“三权分立”的原则。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临 

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员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法院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同时 

规定了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参议院、国务员和法院的产生和组织办法，临时大总统、副 

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 选举须有3/4以上人员出席方有效， 得票须满投票总数的2/3以； 

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统称国务员，须经参议院同意由大总统任命；法院由临时大总统 

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组成，享有依法独立、公开审理案件的职权，同时，如果总 

统受到参议院弹劾，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9人组织的特别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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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明确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义务。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 

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 

自由，还拥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同时，有纳税、服役等义务。 

并明确，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护治安或者紧急状态时，可依法对人民之权利进行 

限制。 

第五，明确了保护私有财产和私营工商业的原则。根据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发 

展要求，《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确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经营企业权利的保护i 

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打破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封建官僚“官办”、 

“官督商办”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压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qq
59
37
77
55
8

http://ikaoti.cn/s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