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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考试大纲 

631 法学基础理论 

一、考试性质 

《法学基础理论》是中国海洋大学法学学科各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涵盖法理学、宪法学、国际公法学等三门课程，力求科学测评考

生关于法学基础理论各相关课程的知识储备及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便能够准确选择在法律实务和学术潜力方面表现出色的考生。 

命题旨在以下两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法学基础理论各相关课程的掌握程度

和运用能力： 

1、知识储备：测评考生对法理学、宪法学、国际公法学等学科的重要知识

的掌握程度。 

2、学术潜力： 测评考生利用上述学科的基本知识分析、思考实际问题的能

力，检验其思考深度及原创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 20%，简答题 40%，论述题及案例分析 40%。 

法理学：50分 

宪法学：50分 

国际公法学：50分 

四、考试内容 

   （一）法理学 

1、法的概念、本质、特征与要素 

2、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型 

3、法的价值 

4、法的渊源与效力、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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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律关系 

6、法律行为 

7、法律责任 

8、法律方法 

9、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历史文化基础 

10、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11、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民主政治 

   12、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13、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和法律体系 

   14、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 

   15、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 

（二）宪法学 

1、宪法的基本原则 

2、宪法的渊源 

3、国体与政体 

4、国家的结构形式 

5、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6、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7、我国的主要国家机构 

8、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9、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10、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 

11、宪法监督与实施制度 

（三）国际公法学 

1、国际法的性质与发展 

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效力；国际法的渊源；国际

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2、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界定；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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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法的主体 

国家的要素和基本权利；国家豁免；承认与继承；国际法上的个人。 

4、国际组织法 

国际组织的一般法律制度；联合国体系、区域性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5、国际人权法 

国际人权法保护的对象与范围；国际人权的标准及其实施机制。 

6、国家领土法 

国家领土的界定；国家领土的取得和变更；领土主权及限制；南极和北极的

法律地位。 

7、国际海洋法 

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概念；基线、内水、领海和毗连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与群岛水域、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制度；国际海洋争端

的解决机制。 

8、空间法 

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 

9、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外交特权与豁免；领事关系法。 

10、条约法 

条约的缔结、生效；条约的解释和修订；条约的无效、终止和暂停施行。 

11、国际责任法 

国家责任的界定；国家责任的形式；国家责任的成立与承担；国家责任的新

问题；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12、国际争端的解决 

国际争端解决的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中国解决国际争端的立场与实践。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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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法学综合考试 

一、考试性质 

《法学综合考试》是中国海洋大学法学各学科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的法学综合考试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涵盖民法学、刑法总论和刑事诉讼法学等多个课程，力求科学测

评考生关于对民法学、刑法总论、刑事诉讼法学等三门课程的知识储备及分析、

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便能够准确选择在法律实务和学术潜力方面表现出色

的考生。 

命题旨在以下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民法学、刑法总论、刑事诉讼法等相关

课程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 

1、知识储备：测评考生对民法学、刑法总论、刑事诉讼法学等课程的重要

知识的掌握程度。 

2、综合运用：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制度规定来综合分析具体案例。 

3、学术潜力： 测评考生利用上述学科的基本知识分析、思考实际问题的能

力，检验其思考深度及原创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 20%，简答题 40%，论述题及案例分析 40%。 

民法总论：50 分 

刑法总论：50 分 

刑事诉讼法：50分 

四、考试内容 

（一）民法学 

1、民法总则 

（1）民法概述：概念、本位与性质、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我国民法的

渊源、我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编纂逻辑、时代特色与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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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类型与适用。 

（3）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与类型；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 

（4）民事主体制度：大陆法系传统民事主体类型划分；民事主体制度的变

迁与发展趋势；我国《民法典》的民事主体制度内容与特色。 

（5）民事行为制度：事实行为、准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构造、种类、效

力）。 

（6）代理制度：代理的构造、代理权、代理行为、无权代理。 

（7）监护制度：监护的概念、监护的种类、各种监护权的取得与消灭。 

（8）时效与期限。 

2、物权法：物权法概述、物权的效力与变动、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

权、占有。 

3、合同法：合同法与合同概述、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合同的担保、合同的

履行、合同的变更与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责任、准合同制度。 

4、人格权法：人格权概念与特征、人格权主体、人格权的种类、人格权独

立成编及其意义。 

5、婚姻家庭与继承法：结婚与离婚、婚姻的效力类型、亲子关系与亲属关

系、夫妻财产制度、收养的成立与解除、遗产与继承权、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

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遗产管理人制度与遗产分割。 

6、侵权责任法：侵权法与侵权行为、侵权法保护对象、侵权行为的归责原

则、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共同侵权行为、侵权责任及其抗辩事由、特殊侵权责

任、侵权损害赔偿。 

（二）刑法学 

1、刑法概观 

刑法的哲学基础；罪与罚的其他理念基础；刑法的基本立场；主观主义刑

法与客观主义刑法，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规范违反说与法益侵害说；刑法

规定的三大基本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及其例外。 

2、犯罪构成理论及构成要素 

  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德日刑法犯罪构成三阶层与二阶层理论；犯罪构成

理论流派的对比；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理论的构成要素；构成要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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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实行行为，犯罪结果；因果关系；犯罪主体；违法阻却

事由；责任能力；责任阻却事由；故意与过失；违法性认识；期待可能性。 

3、犯罪形态 

   犯罪形态概念；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刑法错误。 

4、刑罚总论 

  刑罚概念；刑罚体系；量刑规则；刑罚裁量制度。 

5、刑罚执行制度 

  刑罚执行概念；缓刑；减刑；假释。 

6、罪刑规范 

   罪名；罪状；法定刑；法条竞合。 

7、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罪；走私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类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抗税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扰乱市

场秩序犯罪； 

8、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 

9、侵犯财产犯罪； 

10、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 

11、贪污贿赂犯罪； 

12、渎职犯罪； 

13、监察法中的刑法问题 

 

（三）刑事诉讼法学 

1、导论 

（1）刑事诉讼的特点、刑事诉讼法的表现形式与基本内容、刑事诉讼法学

的研究对象。 

（2）外国早期社会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形

成、现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模式。 

2、基本范畴 

（1）刑事诉讼目的基本学说、刑事诉讼价值的一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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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事诉讼结构的理论学说、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 

（3）刑事诉讼主体理论、刑事诉讼职能理论的基本内容。 

3、基本原则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涵义、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2）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动向。 

4、基本制度 

（1）刑事诉讼管辖制度和回避制度的基本内容。 

（2）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趋势、刑事代理制度的内涵。 

（3）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特点与适用原则、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及其

发展完善。 

（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内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 

（5）刑事诉讼法有关期间、送达、中止、终止的基本规定。 

5、证据制度 

（1）刑事证据的概念、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类型。 

（2）刑事证据的种类与分类。 

（3）刑事诉讼证明的概念以及刑事诉讼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的

基本内容。 

（4）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和立法动向。 

6、审前程序 

（1）立案的概念、条件和程序。 

（2）侦查主体的范围、侦查行为的种类与程序规制、侦查监督的基本内容、

我国侦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3）刑事起诉的概念、刑事起诉的原则、审查起诉的内容、提起公诉的条

件和程序、不起诉的种类与规制、提起自诉的条件、我国公诉制度的立法完善。 

7、审判程序 

（1）刑事审判的内涵、刑事审判组织、刑事审判原则和刑事审级制度的基

本内容。 

（2）公诉案件一审程序的具体环节、自诉案件一审程序的特点、简易程序、



9 

 

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法庭审判特点。 

（3）刑事判决、裁定和决定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4）二审程序的内涵、提起二审程序的规范性要求、第二审案件的审判原

则、审理方式及其完善。 

（5）死刑复核程序的内涵、基本流程、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完善。 

（6）审判监督程序的内涵、提起主体、提起理由、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

判的规范性要求、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完善。 

8、执行程序 

（1）执行的概念、特点和依据、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2）执行变更和执行监督的基本内容。 

9、特别程序 

（1）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基本内容。 

（2）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基本条件。 

（3）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条件。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适用条件。 

（5）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则。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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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试大纲 

F1601 法理学 

一、考试性质 

《法理学》是法学理论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考试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力求科学测评考生关于法学基础理论各相关课程的知识储备及

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便能够准确选择在法律实务和学术潜力方面表

现出色的考生。 

命题旨在以下两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法学基础理论各相关课程的掌握程度

和运用能力： 

1、知识储备：测评考生对法理学学科的重要知识的掌握程度。 

2、学术潜力： 测评考生利用上述学科的基本知识分析、思考实际问题的能

力，检验其思考深度及原创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论述题及案例分析 100%。 

四、考试内容 

1、法的概念、本质、特征与要素 

2、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型 

3、法的价值 

4、法的渊源与效力、分类 

5、法律关系 

6、法律行为 

7、法律责任 

8、法律方法 

9、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历史文化基础 

10、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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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民主政治 

12、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13、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和法律体系 

14、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 

15、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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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2 宪法与行政法学 

一、考试性质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是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学术型）招生复试考试

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法学硕士（学术型）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

规范地测评考生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领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具体考察考生

对基础理论与具体制度的掌握与运用，能够从全面的思维理解分析现实中的宪法

与行政法问题，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分析问题与

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层次、研究型的法学专业人才。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及简答 30%，论述题及案例分析 70%。 

四、考试内容 

宪法学部分： 

（一）宪法学基本原理 

1、宪法的概念和本质 

2、宪法的分类和渊源 

3、宪法的历史发展 

4、宪法的理论基础 

5、宪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6、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7、宪法的规范与效力 

（二）宪法基本制度 

1、国家性质与形式 

2、基本政治制度 

3、基本经济制度 

4、基本文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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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本社会制度 

6、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7、国家机构 

8、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 

行政法学部分： 

（一）行政法基础知识与原理 

1、行政法学基本概念、行政法的渊源 

2、行政法基本原则 

3、行政主体 

4、行政行为 

5、行政救济 

6、行政程序法制 

（二）中国行政法律制度 

1、行政处罚 

2、行政强制 

3、行政许可 

4、行政指导、行政合同 

5、行政复议 

6、行政赔偿 

（三）行政法实务 

1、行政执法实务 

2、行政复议实务 

3、行政赔偿实务 

4、行政诉讼实务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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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3 刑法学 

一、考试性质 

刑法学是中国海洋大学刑法学专业硕士招生考试复试科目。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刑法学基础理论、中国刑法以及刑法实务

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三个层次考查目标为： 

1、熟悉记忆： 对刑法学基础理论与刑法原则、制度、规范的要点之记忆。 

2、分析判断： 运用刑法学基础理论、立场与刑法原则、制度、规范，分析、

评判某一具体刑事案例的能力。 

3、综合运用： 运用所学的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原则、制度、规范综合分

析、研究刑法课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及简答 30%，论述题及案例分析 70%。 

四、考试内容 

1、刑法概观 

刑法的哲学基础；罪与罚的其他理念基础；刑法的基本立场；主观主义刑

法与客观主义刑法，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规范违反说与法益侵害说；刑法

规定的三大基本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及其例外。 

2、犯罪构成理论及构成要素 

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德日刑法犯罪构成三阶层与二阶层理论；犯罪构成理

论流派的对比；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理论的构成要素；构成要件该当

性、违法性、有责性；实行行为，犯罪结果；因果关系；犯罪主体；违法阻却事

由；责任能力；责任阻却事由；故意与过失；违法性认识；期待可能性。 

3、犯罪形态 

  犯罪形态概念；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刑法错误。 

4、刑罚总论 

  刑罚概念；刑罚体系；量刑规则；刑罚裁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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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刑罚执行制度 

  刑罚执行概念；缓刑；减刑；假释。 

6、罪刑规范 

   罪名；罪状；法定刑；法条竞合。 

7、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罪；走私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类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抗税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扰乱市

场秩序犯罪； 

8、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 

9、侵犯财产犯罪； 

10、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 

11、贪污贿赂犯罪； 

12、渎职犯罪； 

13、监察法中的刑法问题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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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4 民法学 

一、考试性质 

《民法学》是民商法学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考试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法学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

考生民法学的基本素质、综合能力和学术潜质，具体考察考生对民法学基础理论、

民事法律制度以及民事法律实务的掌握与运用，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

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学

专业人才。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民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民事法律制度以及

中国民事法律实务等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三个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为： 

1、熟悉记忆： 对民法学基础理论与制度规定的记忆方面的考核。 

2、分析判断： 用民法学基础理论与制度规定来分析判断某一具体观点和问

题； 

3、综合运用： 运用所学的民法学基础理论与制度规定来综合分析具体实践

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简答题 40%，论述题 60%。 

四、考试内容 

（一）民法学总论 

1、民法的本位、民法与各部门法的关系、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编

纂逻辑、时代特色、中国特色。 

2、民法的基本原则：类型、功能与适用。 

3、民事法律关系：类型及其划分标准、区分实益。 

4、民事主体：大陆法系民事主体的划分、我国《民法典》关于民事主体的

规定、民事主体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走向。 

5、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准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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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效力、解释；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关系；意思表示的构成与瑕疵。 

6、代理：代理的构造；代理权授予与消灭；代理的类型；无权代理与表见

代理。 

7、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基本类型、民事责任与其他责任的竞合、民事责

任与债； 

8、诉讼时效与期限。 

（二）物权法 

1、物权概论：物、物权、物权的效力、物权的类型、物上请求权、物权法

的基本原则。 

2、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3、不动产登记与动产交付。 

4、物权的民法保护。 

（三）合同法 

1、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 

2、合同的保全。 

3、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4、违约责任。 

（四）人格权法 

1、人格权的概念、类型、主体、客体。 

2、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由和意义。 

3、法人人格权、死者人格权。 

4、人格权的保护。 

（五）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1、婚姻法：结婚与离婚、婚姻的效力类型、亲子关系与亲属关系、夫妻财

产制度。 

2、收养法：收养的成立与解除、收养的范围。 

3、继承法：遗产与继承权、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

遗产处理。 

（六）侵权责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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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  

2、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3、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4、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5、特殊侵权责任。 

6、侵权损害赔偿。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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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5 诉讼法学 

一、考试性质 

《刑事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是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

的考试课程。 

二、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系统理解并深刻体会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

及诉讼制度与诉讼程序的构造，并借此解释、论证观点，分析现象，辨明正误；

掌握诉讼法条文及其司法解释，灵活运用法律原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分

析、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法律现象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或简答 30%，论述或案例分析 70%。 

四、考试内容 

刑事诉讼法学部分 

（一）导论 

1、刑事诉讼的特点、刑事诉讼法的表现形式与基本内容、刑事诉讼法学的

研究对象。 

2、外国早期社会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形成、

现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模式。 

（二）基本范畴 

1、刑事诉讼目的基本学说、刑事诉讼价值的一般理论。 

2．刑事诉讼结构的理论学说、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 

3、刑事诉讼主体理论、刑事诉讼职能理论的基本内容。 

（三）基本原则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涵义、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2、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动向。 

（四）基本制度 

1、刑事诉讼管辖制度和回避制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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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趋势、刑事代理制度的内涵。 

3、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特点与适用原则、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及其发

展完善。 

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内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 

5、刑事诉讼法有关期间、送达、中止、终止的基本规定。 

（五）证据制度 

1、刑事证据的概念、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类型。 

2、刑事证据的种类与分类。 

3、刑事诉讼证明的概念以及刑事诉讼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的基

本内容。 

4、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和立法动向。 

(六)审前程序 

1、立案的概念、条件和程序。 

2、侦查主体的范围、侦查行为的种类与程序规制、侦查监督的基本内容、

我国侦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3、刑事起诉的概念、刑事起诉的原则、审查起诉的内容、提起公诉的条件

和程序、不起诉的种类与规制、提起自诉的条件、我国公诉制度的立法完善。 

(七)审判程序 

1、刑事审判的内涵、刑事审判组织、刑事审判原则和刑事审级制度的基本

内容。 

2、公诉案件一审程序的具体环节、自诉案件一审程序的特点、简易程序、

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法庭审判特点。 

3、刑事判决、裁定和决定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4、二审程序的内涵、提起二审程序的规范性要求、第二审案件的审判原则、

审理方式及其完善。 

5、死刑复核程序的内涵、基本流程、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完善。 

6、审判监督程序的内涵、提起主体、提起理由、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的规范性要求、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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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执行程序 

1、执行的概念、特点和依据、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2、执行变更和执行监督的基本内容。 

(九)特别程序 

 1、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的基本内容。 

2、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基本条件。 

3、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条件。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适用条件。 

5、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则。 

民事诉讼法学部分 

（一）导论 

1、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民事诉讼。 

2、民事诉讼法的属性及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 

（二）基本原理 

1、民事诉讼目的基本学说、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2、民事诉权的理论学说、民事诉权保护及对滥用诉权的规制。 

3、诉讼标的识别标准、诉的合并、变更、反诉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4、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学说、既判力理论。     

（三）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1、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涵义与基本制度的主要内容。 

2、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各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体现。 

（四）主管与管辖 

1、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基本内容。 

2、管辖救济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五）当事人 

1、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力与诉讼行为能力。 

2、共同诉讼人制度的内容和功能。 

3、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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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人制度的基本内容。 

（六）证据与证明 

1、民事证据的种类与理论分类。 

2、证明对象的概念与范围。 

3、证明责任的涵义及其分配。 

4、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与理解。 

5、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解。 

（七）公益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 

1、检察公益诉讼的特别规定。 

2、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规则。 

（八）审判程序 

1、一审普通程序的内涵、审前准备的意义与审理中的特殊情形。 

2、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条件、审判特点及与普通程序的转换。 

3、二审程序的内涵、提起二审程序的规范性要求、二审程序中的调解、反

诉及两审终审的贯彻。 

4、再审程序的内涵、启动主体、结案方式及其改革完善。 

5、民事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 

（九）执行程序 

1、民事执行的涵义与基本原则。 

2、民事执行和解的形式、效果与执行和解中的诉讼形态。 

3、民事执行救济的概念与体系。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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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6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一、考试性质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

复试的考试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法学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

考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具体考察考生对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基础理论、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实务以及环境与资源管理制度的掌握

与运用，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学专业人才。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原理、中国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制实务、中国环境与资源管理制度等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三个

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为： 

1、熟悉记忆： 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理论与制度规定的记忆方面的考核。 

2、分析判断： 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基本理论与制度规定来分析判断某一

具体观点和问题； 

3、综合运用： 运用所学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理论和制度规定来综合分析

具体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及简答 50%，论述题及案例分析 50%。 

四、考试内容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原理 

1、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起源与发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概念与特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环

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历史发展。 

2、环境保护的涵义 

环境；环境损害；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的主体与环境保护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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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概念及特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内部结构；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的边界及与其他法学学科的关系。 

4、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指导思想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从公害对策到可持续发展；可持

续发展思想对环境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5、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原

则；开发者养护、污染者治理原则；公众参与原则。 

6、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调整方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调整方法的发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调整方法体系及其

构成。 

（二）中国环境与资源管理制度 

1、环境资源规划制度 

国土规划；环境保护规划；自然资源规划；环境保护区域规划和事务规划；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关系。 

2、环境预防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与环境法相关原则制度的关系；三同时制度。 

3、环境规制制度 

环境标准制度；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中的许可制度；

环境监察制度；环境监测主体与中国环境监测管理体制；限期治理、淘汰制度；

环保督查制度。 

4、环境经济制度 

环境税制发展，中国环境税制；排污权交易制度；补贴制度；押金制度。 

5、环境引导制度 

环境行政契约、环境行政指导和环境行政奖励；促进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发

展；环境信息收集、处理、公开制度；环境标志制度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

环境教育制度。 

6、环境救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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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度；生态修复制度。 

（三）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实务 

1、环境诉讼  

环境民事诉讼；环境行政诉讼；环境刑事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 

2、污染防治法 

环境污染与防治；中国环境污染防治法体系；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律实践；

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防治法律实践。 

3、资源保护法 

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中国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体系；自然资源产权保护法律

实践；自然资源合理利用法律实践。 

4、环境退化防治法 

环境退化防治法及其出发点；中国环境退化防治法律体系；环境退化防治法

律实践；环境退化区域综合防治体系实践。 

5、生态保护法 

生态保护法及其产生、发展；中国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包括自然保护地法、

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法、外来物种管理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湿地保护法

等）；生态保护法律实践。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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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7 国际法学 

一、考试性质 

《国际法学》是国际法学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考试课程。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法学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

测评考生国际法学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具体考察考生对国际公法基础理论、

基本原则与主要法律制度的掌握与运用，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学术和职业道德、

具有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的法学专业人才。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国际法基础理论、基本原则、法律制度等

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三个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为： 

1、熟悉记忆：对国际法基础理论与制度规定的记忆方面的考核； 

2、分析判断：用国际法基本理论与制度规定来分析判断某一具体观点和问

题； 

3、综合运用：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制度规定来综合分析具体案例。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及简答 30%，论述题及案例分析 70%。 

四、考试内容 

1、国际法导论 

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2、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国际

法基本原则的实践。 

3、国际法的主体 

国际法主体的要件；国家的要素和基本权利；国家豁免；承认与继承；国际

法上的个人；国际组织的一般制度；联合国体系、区域性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4、国际人权法 

国际人权标准及其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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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领土 

国家领土的界定；国家领土的取得和变更；领土主权及限制；两极地区的法

律地位；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分析。 

6、国际海洋法 

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概念；基线、内水、领海和毗连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与群岛水域、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制度；国际海洋争端

的解决机制。 

7、空间法 

空气空间法与外层空间法。 

8、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外交特权与豁免；领事关系法。 

9、条约法 

条约的缔结、生效；条约的解释和修订；条约的无效、终止和暂停施行。 

10、国家责任法 

国家责任的界定；国家责任的形式；国家责任的成立与承担；国家环境责任

等新问题。 

11、国际争端的解决 

国际争端解决的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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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8 法律基础知识 

一、考试性质 

《法律基础知识》是法律硕士（法学、非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

考试课程之一。 

二、考查目标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及重要

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利用上述学科的基本知识分析、思考实际问题的能力，检

验其思考深度。三个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为： 

1、熟悉记忆： 对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与制度规定的记忆方面

的考核。 

2、分析判断： 用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与制度规定来分析判断

某一具体观点和问题； 

3、综合运用： 运用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与制度规定来综合分

析具体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 30-40%，简答 30-40%，论述及/或案例分析 30-40%。 

四、考试内容 

1、法理学（约 30%） 

（1）法的概念、本质、特征与要素 

（2）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型 

（3）法的价值 

（4）法的渊源与效力、分类 

（5）法律关系 

（6）法律行为 

（7）法律责任 

（8）法律方法 

（9）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历史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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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11）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民主政治 

（12）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13）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和法律体系 

（14）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 

（15）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 

2、民法学（约 35%） 

民法总论部分包括： 

（1）民法学概述。 

（2）民法的基本原则。 

（3）民事法律关系。 

（4）民事主体制度。 

（5）民事行为制度（含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 

（6）民事责任制度 

（7）代理制度。 

（8）时效与期间制度。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 

3、刑法学（约 35%） 

刑法学基本理论部分包括： 

1、刑法概观 

刑法的基本立场；主观主义刑法与客观主义刑法，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

值，规范违反说与法益侵害说；刑法规定的三大基本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及

其例外。 

2、犯罪构成理论及构成要素 

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德日刑法犯罪构成三阶层与二阶层理论；犯罪构成理

论流派的对比；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理论的构成要素；构成要件该当

性、违法性、有责性；实行行为，犯罪结果；因果关系；犯罪主体；违法阻却事

由；责任能力；责任阻却事由；故意与过失。 

3、犯罪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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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形态概念；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刑法错误。 

4、刑罚总论 

刑罚概念；刑罚体系；量刑规则；刑罚裁量制度。 

5、刑罚执行制度 

刑罚执行概念；缓刑；减刑；假释。 

6、罪刑规范 

罪名；罪状；法定刑；法条竞合。 

7、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罪；走私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类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抗税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扰乱市

场秩序犯罪； 

8、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 

9、侵犯财产犯罪； 

10、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 

11、贪污贿赂犯罪； 

12、渎职犯罪 

13、监察法中的刑法问题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