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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09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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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的中央最高司法官为(    A    ) 113 
A.大理  B.士 
C.蒙士  D.司寇 
2.《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    B    ) 115 
A.《禹刑》  B.《汤刑》 
C.《官刑》  D.《九刑》 
3.西周的借贷契约称为(D.      ) 233 
A.质  B.券书 
C.剂  D.傅别 
4.中国古代赎刑的制度化始于(C      ) 229 
A.夏朝  B.商朝 
C.西周  D.春秋战国 
5.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诸侯国是(A.      )346 
A.郑国  B.楚国 
C.晋国  D.齐国 
6.作为法律形式，秦简《法律答问》是(  C      )  460 
A.有关公文程式的法律文件  B.皇帝针对某事发布的命令 
C.对律文的详细解释  D.一种成例 
7.秦朝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形式是(  B      ) 459 
A.廷行事  B.制诏 
C.式  D.《法律答问》 
8.中国古代的录囚制度始于(    B    ) 599 
A.秦朝  B.西汉 
C.东汉  D.三国 
9.汉代行使监察职能的专门机关是(      A )  593 
A.御史台  B.廷尉 
C.尚书台  D.大理寺 
10.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律典是(    A    ) 6109 
A.《魏律》  B.《北齐律》 
C.《大律》  D.《泰始律》 
11.“八议”首次入律是在(    B    ) 6109 
A.汉朝  B.三国曹魏 
C.西晋  D.北魏 
12.将《永徽律疏》改称为《唐律疏议》的朝代是(    C    ) 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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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明朝 
13.唐朝的中央审判复核机关是( C    )  7153 
A.大理寺  B.大理院 
C.刑部  D.御史台 
14.宋初法律规定，准予妻子改嫁或离婚的条件之一是：丈夫外出(C      ) 8175 
A.一年不归  B.二年不归 
. C 三年不归  D.四年不归 
15.因年老、残疾自诉能力有限而允许亲属代理诉讼的规定，出现于(C    ) 9199 
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明朝 
16.在成吉思汗主导下完成的蒙古族第一部成文法是(    A    ) 9192 
A.《大扎撒》  B.《至元新格》 
C.《大元通制》  D.《元典章》 
17.《大明律》的篇目有(      B ) 10205 
A.六篇  B.七篇 
C.九篇  D.十二篇 
18.明朝的中央监察机关是(C  ) 10222 
A.御史台  B.大理寺 
C.都察院  D.提刑按察使司 
19.中国古代最为完备的行政法典是(    D    )  11233 
A.《唐六典》  B.《元典章》 
C.《大明会典》  D.《大清会典》 
20.清代绝大多数文字狱都是以(B    D )  11238 
A.“内乱”定罪  B.“谋大逆”定罪 
C.“不义”定罪  D.“谋反”定罪 
21.太平天国早期的纲领性文件是(  B.    ) 12254 
A.《资政新篇》  B.《天朝田亩制度》 
C.《十款天条》  D.《太平条规》 
22.清末立法中首次引进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的是(    D.    ) 13278 
A.《大清新刑律》  B.《大清现行刑律》 
C.《大清律例》  D.《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 
23.西方列强在华获取领事裁判权始于(A    )  13281 
A.1843 年  B.1864 年 
C.1868 年  D.1876 年 
24.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宪法性文件是(    B    ) 14295 
A.《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B.《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C.《中华民国宪法》  D.《中华民国约法》 
25.《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行(    B    ) 14291 
A.君主制  B.总统制 
C.责任内阁制  D.君主立宪制 
26.以下各选项中，属于北洋政府刑事特别法的是(B      ) 1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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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暂行新刑律》  B.《徒刑改遣条例》 
C.《中华民国刑法》  D.《国家总动员法》 
27.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审判实行(C      )  16344 
A.四级三审制  B.四级四审制 
C.三级三审制  D.三级二审制 
28.保安处分制度确立于(    D    ) 16342 
A.《大清新刑律》  B.《暂行新刑律》 
C.1928 年《中华民国刑法》  D.1935 年《中华民国刑法》 
29.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宪法性文件是(D      ) 17351 
A.《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B.《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C.《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D《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30.《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的权力机关是(    B    ) 17354 
A.参议会  B.人民代表会议 
C.人民代表大会  D.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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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起源的主要特征包括(A B. C          ) 110 
A.法律以氏族血缘为纽带  B.法律内容上以刑事法制为主 
C.法律具有早熟性  D.法律内容上以民事法制为主 
E.法律不具有早熟性 
32.中国古代婚姻成立的六道程序，即“六礼”包括(    A C D E. ) 235 
A.纳采  B.军礼 
C.问名  D.请期 
E.亲迎 
33.汉朝统治者为巩固中央集权政治，设立了如下的罪名(  A B C D  ) 5 84 
A.首匿  B.通行饮食 
C.见知故纵  D.左官 
E.犯跸 
34.《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目包括(      A B C D E.  ) 13277 
A.总则  B.债 
C.物权  D.亲属 
E.继承 
35.太平天国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是(    A B C D )  12263 
A.程序繁琐  B.天王专断 
C.神明裁判  D.注重结果 
E.程序简单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9分) 
36.《吕刑》226 
答: 西周中叶，穆王时命令司寇吕侯（亦称“甫侯”）立法，所制定出来的法律被称为《吕 

刑》或《甫刑》。通篇贯穿“明德慎罚”的思想，首先追溯刑罚的来源，认为各种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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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为苗民首创，他们滥用刑罚，终得“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的恶报，表明应该德刑并 

用。其次，阐述了以五刑与赎刑为基础的刑罚体系及刑罚适用原则，强调用刑适中。 

最后，再次强调德刑关系并对司法官员的办案提出要求。《吕刑》在很多方面完善 

了周初的制度，如夏商时期已有的赎刑在此达到制度化，又如“罪疑从赦”、“明德 

慎罚”等原则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等．均表明西周的法制有进一步的发展。 
37.大宗正府  9198 
答:  大宗正府是从蒙古初期掌管刑政的“札鲁忽赤”演变而来的机构，与中枢省、枢 

密院并列，专门负责审理蒙古、色目人和宗室的案件，不受御史台监察，是蒙古王 

公贵族垄断的特权审判机构。 

38.观审制度  13283 
答:观审制度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确立的又一项对中国司法审判进行强 

行干预的制度。始于1876年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规定， 

在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国领事官员有权前往“观审”，中国 

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 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 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 

再传原证，甚至参与辩论。观审制度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践踏。在这一制度下， 

西方各列强的领事裁判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充，中国官员无法直接审判， 只能按照观审官员的 

价值标准和喜好来断案。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7分，共 21分) 
39.简述《法经》的历史地位与影响。352 
答:  (1)《法经》被誉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它以先秦法家思 

想为指导，考、总结并汲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立法与公布成文法的成功经验，代表 

当时最高的立法成就，它所开创的法典编纂体例与法典的内容都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对后世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首先，以镇压盗、贼为立法宗旨。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法经》把 

侵犯官私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作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并将其列为篇首，充分体 

现封建法律制度的本质，成为后世封建律典奉行的指导原则。 

(3) 其次，贯穿重刑主义的法制原则。为了巩固新建直的封建专制政权，《法 

经》不惜动用最残酷的肉刑、死刑、族刑、连坐等刑罚手段，并创立以言论或思想治 

罪的先例，这些做法许多为后世所继承。这一原则的确立在当时固然有乱世推行 

变法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也 

充分反映出封建专制政权是建立于残酷的刑事镇压的基础之上的。 

(4) 再次，编纂体例与编纂思想成为后世立法的基础。一方面，《法经》本身 

篇章结构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具有其系统性与合理性。据说，商鞅携《法经》入秦， 

以《法经》为基础制定秦律；后来汉承秦制，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户、兴、 

厩三篇，制成《九章律》，后来曹魏的《新律》、西晋的《泰始律》到北齐的《北齐律》， 

均在《法经》的基础上不断完备，最后形成唐律12篇500条的结构；另一方面，从 

《法经》的编纂思想来看，具有明显的刑事性，即通过立法打击危害政权主要的 

立法思路，对中华法系以刑为主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40.简述唐朝法律有关司法官责任的规定。7158 
答: 唐朝的法律还对司法官的责任作了明文规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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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责任 

唐朝的法徉要求司法官严格依照法律审判，决不可有“出入人罪”的行为。“出 

入人罪”是一种司法官不依法律定罪量刑而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或者把 

有罪判为无罪、重罪判为轻罪的行为。唐律要严惩这种行为，其基本原则是反坐司法 

官。“诸官司人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笞入 

杖、 从徒人流亦以所剩论， 以笞杖人徒流、 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 其出罪者， 各如之。 ” 

司法官如有“出人人罪”的行为，将按这一原则 

受到刑罚。 

（二）执行责任 

司法官还必须依法执行五刑。唐朝法律对五刑的执行作过明确的规定。比如，唐 

律对答、杖刑执行的规定是：“决笞者，腿、臀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须数等。 

拷讯者亦同。”而且，刑具杖也都有严格规定。“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常 

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二分二厘。”违反这些规 

定的，都要被迫究刑事责任，量刑在笞至徒之间。“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 

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 

如之。” 

（三）监管责任 

唐朝的法律也对司法官的监管责任作了规定，其内容涉及罪犯所带的刑具、官 

府应给的衣粮、病后应给的医药等方面。司法官违反了这些方面，都会受到处罚。“诸 

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木清给，及应听家人人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锁、扭而不脱去者， 

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减窃囚食，笞五十；以故致死者，绞。”以 

上这些规定都有利于增强司法官的责任意识，促使他们依法司法。 
41.简述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特点。16325 

答:  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特点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权由国民党直接控制 

这一点通过我们前述的立法体制可以充分加以证明，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党的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不仅对各种法律的立法原则 

拥有实际的决定权， 同时也对法律拥右审查权， 国民政府中的立法院只是一个具体起草、 

部分审议法律的办事机关而已，并不真正拥有独立的立法权。此外，立法院的委员们也 

基本上由国民党员来担任，从而更加确保了国民党对立法活动的掌控，各种利益集团 

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机制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二）法律制定的速度较快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所规定的立法程序较为科学，按照立法程序纲领的规定， 

任何一部法律要想获得通过，从议案提起，到法律案形成，直至最后审议通过，必须 

经过反复讨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但由于整个立法过程被执政党所完全控制，因 

而立法所设计的各种环节均未能发挥实际作用，导致法律制定的速度快，修改 

的频率高。 

（三）数量大、内部协调性较差 

． 南京国民政府存在期间所制定的法律数以万计。如果仅从表面看，各种门类的 

法律一应俱全，达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最完备的阶段。但由于立法过程中讨论不够 

充分，加之因人设法等问题，法律内在的协调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好，从而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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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降低了其质量。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42.试述秦朝的法制指导思想。456 
答秦朝以法家思想为其法制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事皆决于法”、“法令由一统”及“轻 

罪重刑”等几个方面。 
一、事皆决于法 

法家主张“任法而治”。从商鞅到韩非子，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认为法是客观的准 

则，是天下之公器，主张“一断于法”。对任何人的行为，都必须用法这一客观标准来 

衡量，不能因人而异。秦王朝建立后，确立“事皆决于法”的原则。在这一法制思想 

指导下，秦朝在立法上越发细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凋整范围非常广泛，所谓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从出土的睡虎地云梦秦简来看，从政治到经济、 

从生产到生活，一切均有相关法律进行调整。 

二、法令由一统 

先秦法家主张“明法”，取缔其他各家尤其是儒家的礼治学说，以国家的法律法 

令统一思想，并且认为法律的贯彻实施离不开权势的强制性，而国家的最高权力只 

能掌握在君主之手。秦始皇继承这一思想并予以实践，确立“法令由一统”的立法原 

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其他人不得篡夺；二是法 

度统一，全国各地适用同样的法律，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这种法制思想 

指导下，秦朝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皇帝集立法、司 法 、行 政 大 权 于 一 身 ， 

强 调 君 主 独 断 ， 法 自 君 出 . 

三、轻罪重刑 

法家认为法可以禁奸止暴。商鞅强调“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即对付奸邪之事莫 

过于用萤刑。韩非提出轻刑伤民、重刑爱民的观点，认为明主应“峭其法而严其刑”， 

严刑峻法是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在法家看来，对轻罪处以重刑，人们不敢以身试法， 

轻罪不发生，重罪也就不会出现，这样达到用刑的目的，社会也就稳定了。“行罚， 

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即表达这一意思。这是 

法家的重刑主义理论，以期通过轻罪重刑的手段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当然，这一思 

想存在逻辑错误，以重刑制止轻罪的发生，并不必然使得人们重罪不犯，而达到“以 

刑去刑”目的也成为空想。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奉行重刑主义原则。秦王朝建立后， 

更是将严刑峻法推向极至。《汉书·刑法志》描述秦始皇专任刑罚，以致造成“赭衣 

塞路，囹圄成市”的局面。秦二世上台后，更是“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秦朝统治 

者将法家重刑理论诉诸实践，迷 

信刑罚，导致用刑的残酷和刑罚的滥用，这成为秦朝仅二世灭亡的直接导因。 
43.试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主要内容。17357 
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的，该法共14条。 

这些土地立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没收土地的范围 

由于经验不足，加之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一时期土地立法关于没收土地 

的范围屡经变动。《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的对象是“一切土地”；《兴国县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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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又规定为 “所 

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 

何代价地实行没收”，富农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1935 

年 12月中央执行 委员 会制定的《 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进一步更正 

为“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 在 没 收 之 

列 ” ， 最 终 对 没 收 土 地 的 范 围 做 出 了 科 学 的 规 定 。 

2．没收后土地的分配方法 

在分配方法 上大多数土地法规都采取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给 

农民 的做法 。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则规定采取按最有利于贫农、 

中农利益的方法分配土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受“左倾”错误影响， 

采取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端做法，规定“被没收土地的以前 

的所有者，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如果不参 

加反革命活动，而且用自己的劳动耕种这些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劳 动 

份地 ”。 这种主张在 肉体 上消灭地主 ，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极端 

做法，将地主和富农彻底地推到了对立面，给边区的工作造成了较大的 损 

害 。 1935年 后 这 一 错 误 规 定 得 以 纠 正 。地 主 和 富 农 也 可 以 分 得一份土地， 

自食其力。 

3．土地所有权的归属 

这一时期大多数的土地法都规定没收后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分得土地的 

农民只有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对此稍有 

改变，一方面规定土地实行国有，但另一方面又规定“现在仍不禁止士地的出 

租与土地的买卖”，实际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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