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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法理学》入学考试大纲

本大纲适用于硕士研究生 《法学专业基础》 等科目的入学考试，考试方式

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考试参考书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是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

是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应考科目。法理学的教学目的在于为学生

提供学习法律的入门知识，塑造他们的法学世界观，培养他们对于人类社会法律

生活的哲学态度。同时，通过对法的一般理论、基本范畴和法律技术方法的学习

与研讨，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本课程考试的目的在于测试学生

是否具备研究生应有的法学基本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由此来达到判断考生是否

具有进一步深造的基本素质和培养潜力。

导 论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牢固掌握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充分认识法理学的性质及其在

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理解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理学的对象与性质

1. 法理学的对象

2. 法理学的性质及其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形成及其意义

1.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形成

2.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中国化

1. 毛泽东思想中的法理学观点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理学

第一章 法的概念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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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全面理解法概念的形成与内涵；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法律本

质论与特征论；牢固掌握法的要素。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的概念

1. 汉语中的“法”、“法律”及相关概念

2. 西文中的“法”、“法律”及相关概念

（二）法的本质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

2. 法的阶级本质

3. 法的本质是由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三）法的基本特征

1. 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2. 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

3. 法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

4. 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四）法的要素

1. 法律概念

2. 法律规则

3. 法律原则

第二章 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型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法的起源论，深刻认识法起源的一般

规律，掌握法的历史类型。

二、考核知识点

（一）唯物史观的法的起源理论

（二）法的起源

1. 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2. 法产生的一般过程和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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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的历史类型

1. 奴隶社会的法

2. 封建社会的法

3.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

4.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

第三章 法律的价值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价值的理论，充分认识社会主

义法律价值体系；深刻认识法的秩序价值、自由价值、平等价值、人权价值和正

义价值。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价值的概念

1.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价值的理论

2. 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

（二）法与秩序

1. 秩序的概念

2. 法的秩序价值

（三）法与自由

1. 自由的概念

2. 法的自由价值

（四）法与平等

1. 平等的概念

2. 法的平等价值

（五）法与人权

1. 人权的概念

2. 法的人权价值

（六）法与正义

1. 正义的概念

2. 法的正义价值



4

第四章 法的渊源与效力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准确理解法的渊源的概念和种类，认识法的分类，牢固掌握

法的效力理论。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的渊源

1. 法的渊源的概念

2. 法的渊源的种类

（二）法的分类

1. 法的一般分类

2. 法的特殊分类

（三）法的效力

1. 法的效力的概念

2. 法的效力范围

3. 法的效力冲突及其解决方式

第五章 法律关系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准确理解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种类，全面掌握法律关系的主体、

客体和内容，充分认识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和分类

1. 法律关系的概念

2. 法律关系的种类

（二）法律关系主体和客体

1. 法律关系主体

2. 法律关系客体

（三）法律关系的内容

1. 法律关系内容的概念

2. 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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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四）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

1. 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的条件

2. 法律事实

第六章 法律行为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全面理解法律行为的概念，全面掌握法律行为的结构。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

1. 法律行为的界定

2. 法律行为的特征

（二）法律行为的结构

1. 法律行为主体

2. 法律行为的内在方面

3. 法律行为的外在方面

第七章 法律责任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全面理解法律责任的概念，灵活掌握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

法律责任的承担。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责任的概念

1. 法律责任的含义

2. 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3. 法律责任的种类

（二）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的原则

（三）法律责任的承担

1. 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2. 法律责任的实现形式

3. 法律责任的减轻与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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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法律技术方法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全面理解法律技术方法的概念和特征、灵活掌握法律解释、

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方法论。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技术方法概述

（二）法律解释

1. 法律解释分类

2. 法律解释原则

3. 法律解释的方法

（三）法律推理

1. 法律推理的种类

2. 法律推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四）法律论证

1. 法律论证的形式

2. 法律论证的正当性标准

第九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全面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充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法

的本质和作用，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发展及其历史经验。

二、考核知识点

（一）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

1. 废除旧法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前提

2. 革命根据地的法是社会主义法的基础

3. 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重要条件

（二）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

1. 反映和维护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2. 确立和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3. 确立和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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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立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发展及其历史经验

1.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发展阶段

2. 法治与民主相互促进

3. 经济发展和法律发展相互促进、

4. 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相互促进

第十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民主政治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灵活掌握法与民主政治的一般关系，充分认识中国民主政治

的基本制度。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与民主政治的一般关系

1. 民主与民主政治

2. 民主是法治的基础

3. 法治是民主的保障

（二）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3.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文化、社会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灵活掌握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文化，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法与

和谐社会。

二、考核知识点

（一）社会主义法与经济

1. 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法律规制

3. 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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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主义法与道德

2. 社会主义法与宗教

3. 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

（三）中国社会主义法与和谐社会

1. 民主科学立法奠定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

2. 实现社会和谐要求政府依法行政

3. 实现社会和谐要求司法机关公正司法

第十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和法律体系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牢固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指导原则和立法体制，充分认

识中国的立法程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二、考核知识点

（一）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指导原则

1. 表达人民的共同意志的利益诉求

2. 从基本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

3. 维护宪法秩序和法制统一

（二）中国的立法体制

1. 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2. 立法权限的划分

（三）中国的立法程序

1. 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程序保障

2. 立法程序的主要阶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 法律体系的概念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3.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实施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充分认识法律实施的意义，灵活掌握法律执行、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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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遵守和法律实施监督的相关理论。

二、考核知识点

（一）法律实施的意义

1. 法律实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环节

2. 法律实施是实现立法宗旨和目的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

（二）法律执行

1. 法律执行的概念

2. 法律执行的基本原则

3. 行政执法与行政责任

（三）法律适用

1. 法律适用的概念

2. 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3. 司法权与司法责任

（四）法律遵守

1. 法律遵守的概念

2. 法律遵守的范围和条件

（五）法律实施的监督

1. 法律实施监督的原理和原则

2. 法律实施监督的性质和功能

3. 我国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的体制

第十四章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牢固掌握依法治国的概念，全面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的形成与发展，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二、考核知识点

（一）依法治国的概念

1. 法治与人治

2. 法治与法制

3. 法治与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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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与发展

1.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2.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内涵

3.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1. 建立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 实现依法执政

3. 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

4.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5. 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

6. 建设保障社会公正的司法制度

7. 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8. 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