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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考试结束前 

全国 2013年 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国法制史试题 
课程代码：00223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 

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 

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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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 

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近代学者章太炎认为，“不孝”罪开始于（C）113 

A．夏朝  B．商朝 

C．西周时期  D．东周时期 

2．以下选项中，属于商朝行政法律规范的是（C）117 

A．《吕刑》  B．《政典》 

C．《官刑》  D．《竹刑》 

3．最早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是（B）238 

A．商朝  B．西周时期 

C．春秋时期  D．战国时期 

4．《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周有乱政，而作（B）112 

A．《汤刑》  B．《禹刑》 

C．《九刑》  D．《法经》 

5．中国历史上明确主张“刑无等级”法律思想的学派是（D）354 

A．儒家  B．墨家 

C．道家  D．法家 

6．春秋末期，反对郑国子产“铸刑书”的是（B）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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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孔子  B．叔向 

C．商鞅  D．赵盾 

7．作为一种极端残忍的死刑执行方式，“具五刑”盛行于（A）464 

A．秦朝  B．汉朝 

C．三国时期  D．两晋时期 

8．秦朝用以规定产品规格的法律是（D）471 

A．《司空律》  B．《田律》 

C．《关市律》  D．《工律》 

9．汉初废除肉刑、改革刑制的皇帝是（C）586 

A．汉高祖  B．汉惠帝 

C．汉文帝  D．汉武帝 

10．作为一种刑罚，宫刑最终废除于（D）6117 

A．汉朝  B．西晋 

C．北魏  D．北齐 

11．东汉时尚书省属下拥有一定审判权的机构是（A）597 

A．三公曹  B．刑部 

C．廷尉  D．丞相 

12．正式将“格”上升为国家法典并制定《麟趾格》的是（A）6112 

A．东魏  B．西魏 

C．北魏  D．北周 

13．最早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是（D）6114 

A．《九章律》  B．《新律》 

C．《北齐律》  D．《秦始律》 

14．改“重罪十条”为“十恶”的是（B）6115 

A．《新律》  B．《北齐律》 

C．《秦始律》  D．《开皇律》 

15．唐律中，规定有关打击土地、赋税管理等方面犯罪的篇章是（D）7151 

A．《卫禁律》  B．《厩库律》 

C．《职制律》  D．《户婚律》 

16．元朝负责宗教审判事务的机构是（B）9198 

A．大理院  B．宣政院 

C．理检院  D．审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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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是（A）8171 

A．《洗冤集录》  B．《折狱龟鉴》 

C．《棠阴比事》  D．《疑狱集》 

18．中国古代民商事及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朝代是（C）8167 

A．汉朝  B．唐朝 

C．宋朝  D．明朝 

19．明初制定的用以惩治官吏和豪强犯罪的特别法是（D）10206 

A．《大明令》  B．《问刑条例》 

C．《大明律》  D．《大诰》 

20．明朝考核官员的标准是（A）10219 

A．“八法”  B．“四格六法” 

C．“六条问事”  D．“五善” 

21．为了限制海外贸易的发展，清朝颁布了（D）11239 

A．《市舶条法》  B．“市易法” 

C．《漕运则例》  D．“禁海令” 

22．明清时期，将地方官员私人聘请的掌管司法审判的幕友称为（A）11250 

A．刑名幕友  B．钱谷幕友 

C．账房幕友  D．书禀幕友 

23．太平天国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是（A）12254 

A．《天朝田亩制度》  B．《十款天条》 

C．《资政新篇》  D．《太平条规》 

24．西方列强在华获取领事裁判权，最早始于（A）13281 

A．《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B．《虎门条约》 

C．《中英烟台条约》  D．《上海租地章程》 

25．废除阴历或年号纪年，改用公历纪年，始于（D）14298 

A.1840 年  B．1900 年 

C．1911 年  D．1912年 

26．中国近代宪法性文献中，把接受孔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义务的是（A）15305 

A．《天坛宪草》  B．《钦定宪法大纲》 

C．《十九信条》  D．“袁记约法” 

27．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存在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根本法是（C）16329 

A．《中华民国宪法》  B．《中华民国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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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D．《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8．从总体上讲，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指导思想是（A）15305 

A．隆礼重刑  B．务期中外通行 

C．礼法并行  D．三民主义 

29．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的一种法定审判方式，“就地审判”确立于（B）17382 

A．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B．抗日战争时期 

C．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D．新中国 

30．受“左倾”错误影响，革命根据地政权明确规定以唯成分论定罪量刑的法律是（D）17367 

A．《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B．《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C．《暂行司法制度》  D．《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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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 

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31．商朝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已形成一些基本原则，包括（ABCDE）118 

A．注重证据  B．审慎对待疑难案件 

C．定罪量刑时与同类案件相比较  D．定罪量刑时尽量从轻 

E．赦免时尽量宽大 

32．云梦秦简中与法律有关的部分包括（ABCDE）45859 

A．《秦律十八种》  B．《日书》 

C．《法律答问》  D．《封诊式》 

E．《语书》 

3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土地立法中规定的土地制度包括（BCD）6119120 

A．井田制  B．屯田制 

C．占田制  D．均田制 

E．爰田制 

34．宋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包括（ABCD）8165166 

A．加强中央集权  B．儒道并用 

C．强调慎法  D．义利并重 

E．重典治国 

35．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围绕新式法典的制定产生理论争执，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ABCDE）13279 

A．“干名犯义”条的存废  B．“存留养亲”是否写入刑律 

C．“无夫奸”及“亲属相奸”  D．“子孙违反教令是否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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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9 分） 

36．录囚 599 

答： 

答：录囚是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在押犯人的复核审问，监督和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决狱情况，以平反冤狱及 

督办久系未决案件的一项制度。录囚制度始于西汉。当时限于州刺史或郡太守每年定期巡视自己所辖地区的狱囚， 

以平反冤案。 

37．《元典章》9193 

答： 

《元典章》全称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由地方官员自行编集的元朝中期以前的法律汇编。《元典章》共  60 卷 

373 目，全书仿照《唐六典》体例，以各都职掌分列法条，有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礼部、户部、刑部、 

兵部、工部门等，目下有条格和断例。这种编纂体例对后来的法典编纂有直接影响，开启了明清律六部分篇之先河。 

38．平政院 15318 

答： 

平政院为北洋政府时期设置的从事行政审判和行政监察的机关，1914 午起设置，为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置的具有行政 

审判职能的机构。平政院设院长和评事，均由大总统任命。平政院下设三个庭，地方不设分支机构。平政院不纯粹 

是一个司法机关，除行政诉讼之外，还承担着行政监察的职能。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1分） 

39．西周时期婚姻“六礼”的性质及其内容是什么？23536 

答： 

婚姻的成立还有严格的程序要求，需经过六道程序，称为“六礼” ，按其先后顺序分别为：纳采、问名、纳吉、纳 

征、请期、亲迎。 

（1）纳采，是男方通过媒氏把愿与女方结亲的意愿告知女方，女方如若允婚，男方便会派人交纳采择礼品。最初 

礼品可以是羔、雁、雉等，后来一律用雁。据说这是因为大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 ，有着“顺阴阳往来”即妇 

人从夫之义；并且因为大雁一雌一雄终身相守， “不再匹配” ，暗喻女子一旦成婚，必须忠贞不二。 

（2）问名，主要是询问女方的姓氏及生辰八字等，几乎与纳采同时进行，即“宾执雁，请问名” 。问名一方面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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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为婚，另一方面又可以占卜婚姻的吉凶。 

（3）纳吉，问名之后，男方对婚姻的吉凶进行占卜，如果求得吉兆，便将结果告知女方，称为纳吉。 “纳吉用雁， 

如纳采礼” ，纳吉的程序如同纳采，也需要大雁。 

（4）纳征，征即成的意思， “玄缥束帛、俪皮，如纳吉礼” ，即纳币后，两家的婚姻关系即确立。因此，纳征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经过这道程序后，标志着婚姻关系正式成立，女子不可以再另聘他人了。 

（5）请期，纳征之后，男方会再行占卜，求得良辰吉日，再派人到女方家，告知婚期，请求女方家认可：按《仪 

礼•七昏礼》： “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 ，即还需要雁，履行与纳征相同的礼仪。由于很多家庭 

是自幼订亲，订亲多年才会迎娶。这样，到迎娶前数月或一年，男家主人也有必要专门到女家，约定婚期。 

（6）亲迎，即男方按父命去迎接女方到男方家。再经过成妇礼，该女子就正式成为男方家庭的一员了。 

这六道程序非常繁复，因此老百姓是很难．一照办的，正所谓“礼不下庶人” ，所以宋朝时民间有将“六礼”简化 

为“纳采、纳征、亲迎”三道程序的。 

40．唐朝《贞观律》对《武德律》作了哪些修改？7136137 

答： 

唐太宗即位后，于贞观元年(627)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大臣，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冉次修律。贞观十一年(637) 

修律完成并且颁布，史称《贞观律》。此律仍为 12 篇 500 条，但在内容上对《武德律》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以下 

三个方面： 

（1）增设了加役流，将其作为死刑的减刑，介于常流与死刑之间。唐太宗执政后，魏征等大臣认为旧律的用刑太 

重，建议把其中的五千余条绞刑改为斩右趾刑。以后，经房玄龄等大臣集议并得到唐太宗的认可，把加役流作为宽 

恕死刑的刑罚，介于常流与死刑之间，过去虚判死刑的有些犯罪改判为加役流。被判处死刑者因此而减少了。 

（2）区分两种不同的反逆罪，缩小了缘坐处死的范围。原来规定，即使兄弟分居的，只要家中有人犯有反逆罪， 

都要“连坐俱死” 。唐太宗认为，反逆罪有两种，一种是“兴师动众” ，另一种是“恶言犯法” ，而且它们“轻重有 

差” 。以后，经过大臣们的商议，修改了原规定，新规定不再对“恶言犯法”者的兄弟判处死刑，即“反逆者，祖 

孙与兄弟缘坐” ； “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 。这样，株连范围缩小了，判处死刑者也相应减少了。 

（3）完善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和官当等一些主要制度。这些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律中已分散出 

现，隋律作了总结，《贞观律》在前律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并成为律中的一些主要制度。 

总之，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变化很大，不仅大量减死刑、流刑，而且还化烦为简。《旧唐书•刑法志》中的这句 

话对此作了概括性的总结： “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至此，唐律定本，以后的律改动极少。 

41．简述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体系的构成。16325 

答：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从渊源上讲由成文法和判例、解释两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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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文法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文法主要由六部法律及其相关单行法律构成，因而人们习惯将其法律体系称为六法体系。至于六 

法的分类，在法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六法是指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未法典化）、刑事诉 

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六法指的是宪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 

（2）判例及解释 

判例和解释属于非成文法。判例是指最高法院在适用成文法时对某一具体案件所做出的判决或裁定，为此，最高法 

院专门设有判例编辑委员会统一编辑判例，以便司法运用。解释是司法院对现行法律条文所运用过程中作出的具有 

法律效力的解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判例和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分） 

42．试述清朝在限制诉讼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11247248 

答： 

中国历代统治者大多视户婚、田土、继承纠纷及轻微的刑事案件为“细故” ，此类纠纷诉至官府，被认为是民风浇 

薄、教化不行的表现。认为既有违礼教，又有碍本业及烦扰官府，与“正人心、厚风俗”的立法宗旨相去甚远。清 

朝统治者继承这一思想，对民间词讼采取限制。主要措施有： 

（1）强调“调处息讼” 。清代法律维护宗族权力，在国家法律肯定下，各种乡规民约、家法族规大都确认宗族对上 

述案件有调处权，甚至惩处权。《大清律例》也规定许多轻微犯罪及妇女犯罪可以送交宗族，责成宗族管束训诫。 

婚姻、继承等民事纠纷，即使官府已受理，也可批转宗族处理，所谓“阖族公议” 。 

（2）起诉时间的限制。清朝律例规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力“农忙止讼”日，除谋反大逆、盗贼、人 

命之类的重罪案件外，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的诉讼一律不予受理。在这四个月内是禁止起诉的期间。此外的八个 

月时间，官府也尽量限制诉讼。如各地官府规定“词讼日”或“放告日” ，即准予起诉的日子。清初多规定为每月 

的逢三、逢六、逢九日，中期以后多为每月逢三、逢八日。 

（3）起诉形式的限制。清代诉讼程序繁琐，首先起诉必须是书面形式，诉状须由官府指定的“代书”书写，然后 

盖上官府发给的印戳才有效。诉状的格式、字数等均有严格要求，稍有不符即不准状，官府拒绝受理。其次，规定 

所有原告必须亲自到衙门呈递诉状，除老幼残疾及妇女之外。禁止越诉和诬告，违者治罪。为表警示，旧时州县衙 

门外往往立两块石碑，刻有“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 。 

此外，严格限制讼师参与诉讼？为人代书诉状者必须经过官府考核批准，由官府发给“官代书”凭证。代书时若不 

据实书写则构成诬告罪，若是受人财物则以受财枉法罪惩处。凡是“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 

与犯人同罪” 。 

43．试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土地立法的主要内容。17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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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法  1927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并明确提出 

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即消灭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揭开了根据地土地立法的序幕。在这一时期所制定的土地泫规中 

较为重要的有 1928 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的《兴国县土地法》等，而影响最大、最有代表 

性的则是 1931 年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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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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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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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