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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4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国法制史试题
课程代码:00223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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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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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审理案件要求“两造具备”。 “两造”指的是

A. 两次立法 B. 两次传唤

C. 诉讼原告、被告双方当事人 D. 两份文书

2.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
∙∙∙

商朝法外酷刑的是

A. 脯刑 B. 剖心 C. 醢刑 D. 凌迟

3. 下列关于西周狱讼的表述,正确的是

A. 刑事诉讼称为“狱”,缴纳的诉讼费称为“束矢”

B. 民事诉讼称为“讼”,缴纳的诉讼费称为“钧金”

C. 刑事诉讼称为“狱”,缴纳的诉讼费称为“钧金”

D. 不缴纳诉讼费不能直接认定为败诉

4. 标志着西周婚姻关系正式成立的程序是

A. 纳采 B. 问名 C. 纳吉 D. 纳征

5. 《法经》中规定惩治赌博、贪污贿赂行为的篇目是

A. 《具法》 B. 《杂法》 C. 《盗法》 D. 《囚法》

6.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
∙∙∙

秦朝的法制指导思想的是

A. 无为而治 B. 事皆决于法 C. 法令由一统 D. 轻罪重刑

00223#
 

中国法制史试题
 

第
 

1 页(共 5 页)



7. 下列关于汉朝法律形式的表述,错误
∙∙

的是

A. “律”是汉朝基本法律形式,经过一定立法程序修订后颁布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

用性

B. “令”指皇帝发布的诏令,是一种单行法规

C. “科”是关于规定犯罪和刑罚的一种单行条文,称为“事条”或“科条”

D. “比”是指皇帝或中央政府对各个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进行执法的评比

8. 下列关于“竹刑”的表述,正确的是

A. 《竹刑》是李悝制定的一部法律

B. “竹刑”是商鞅制定的

C. 子产制定了《竹刑》

D. 邓析编定了《竹刑》,被国家认可后,才具有法律效力

9. 下列选项中,首次将以往法典中的《刑名》和《法例》合为《名例律》的是

A. 《晋律》 B. 《北齐律》 C. 《开皇律》 D. 《永徽律》

10. 下列关于汉朝录囚制度的表述,错误
∙∙

的是

A. 录囚的目的是平反冤狱及督办久系未决的案件

B. 录囚制度始于西汉

C. 东汉时皇帝开始亲自录囚

D. 汉朝以后的朝代不再承继录囚制度

11. 下列关于汉朝“上请”制度的表述,错误
∙∙

的是

A. 是指贵族官僚犯罪,一般司法官员无权审理

B. 必须奏请皇帝裁断,皇帝根据犯罪者的具体情况决定减免刑罚

C. 汉朝实行“上请”制度始于汉宣帝

D. 为后世所承继,并逐渐降低“上请”官员的级别

12. 我国历史上首创以爵位抵罪并折当劳役刑制度的朝代是

A. 隋朝 B. 唐朝 C. 北魏 D. 西晋

13. 宫刑作为一种刑罚正式被废除的朝代是

A. 西汉 B. 北魏 C. 西魏、北齐 D. 隋朝

14.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
∙∙∙

汉朝统治者为巩固中央集权而设立的罪名是

A. 左官 B. 酎金不如法 C. 诽谤 D. 阿党附益

15. 下列关于律博士的表述,错误
∙∙

的是

A. 是专门负责教授法律知识,增长司法官的专业素质与办案水平,培养司法人才的机构

B. 曹魏魏明帝首次设置律博士

C. 隋唐至宋均设有律学博士

D. 只教授法律,不负责保管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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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唐律中主要打击违反官吏职务和有关行政公务方面犯罪的篇目是

A. 《卫禁律》 B. 《职制律》 C. 《户婚律》 D. 《断狱律》

17. 下列关于唐朝“三司推事”和“三司使”制度的表述,错误
∙∙

的是

A. “三司推事”指的是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司法机构相互推诿,不主动履行职责

B. “三司推事”和“三司使”制度,是指三个司法机构对大案、疑案的会审制度

C. 对于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大案,又不便解送京师的,由三个中央司法机构派下属官

员前去审理,该形式称为“三司使”

D. “三司推事”通常是指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一起会同审理大案、疑案的制度

18.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刻版印行的法典是

A. 《宋刑统》 B. 《大明律》 C. 《大清律例》 D. 《唐律疏议》

19.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
∙∙∙

唐律特点的是

A. 礼法结合 B. 律条繁杂 C. 首创“疏议” D. 立法技术完善

20. 下列关于宋朝折杖法的表述,错误
∙∙

的是

A. “折杖”的意思是加重杖刑,施刑时要打到刑杖折断为止

B. 死刑不能折抵为一定数量的杖刑

C. “折杖”的意思是将笞、杖、徒、流几种刑罚折抵为一定数量的杖刑

D. 实行折杖法的总体趋向是使刑罚减轻

21. 为加强皇帝专制统治,防止臣下结党营私,明律特设的罪名是

A. 谋叛罪 B. 奸党罪

C. 盗及伪造官府印信罪 D. 谋反罪

22.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
∙∙∙

明朝在传统五刑外新增的刑罚是

A. 充军 B. 枷号 C. 廷杖 D. 宫刑

23.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
∙∙∙

明朝特殊司法机关的是

A. 都察院 B. 东厂 C. 西厂 D. 内行厂

24. 清廷任命的修订法律大臣是

A. 沈家本和伍廷芳 B. 张之洞和载泽

C. 张之洞和伍廷芳 D. 张之洞和李鸿章

25. 下列关于《大清现行刑律》的表述,错误
∙∙

的是

A. 取消了旧律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名称而分的六律总目

B. 改革了刑罚制度,删除了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刑罚

C. 于 1910 年 5 月正式颁行

D. 采用了近代西方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删除了比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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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关于会审公廨制度的表述,错误
∙∙

的是

A. 是英美列强强迫清政府在租界设立的特殊司法审判机关

B. 实际由外国人控制

C. 是晚清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重要体现

D. 其经费由中国政府和英美两国共同划拨

2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颁布的年份是

A. 1916 年 B. 1924 年 C. 1931 年 D. 1947 年

28. 下列选项中,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民法典的是

A. 《大清民律草案》 B.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C. 《破产法》 D. 《中华民国民法》

29. 下列关于 1914 年按照袁世凯的意志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的表述,正确的是

A. 依然保留了《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

B. 以立法院代替了国会

C. 限制总统权力

D. 其颁布使中国宪政运动又前进了一步

30. 下列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表述,正确的是

A. 形成于 1928 年前后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B. 形成于 1930 年前后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C. 形成于 1935 年前后的东北民主抗联根据地

D. 形成于 1943 年前后的陕甘宁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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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关于西周继承制度的表述,正确的有

A. 继承主要有宗祧继承、爵位继承与财产继承

B. 女子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C. 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D. 实行兄终弟及,父死子继

E. 宗祧继承是为了确立祭祀继承人

32. 代表宋朝在刑律、案例及法医研究上均取得突出成就的著作有

A. 《洗冤集录》 B. 《名公书判清明集》 C. 《天工开物》

D. 《梦溪笔谈》 E. 《千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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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列关于热审的表述,正确的有

A. 热审的时间是在每年小满后十日到立秋之前

B. 明清两朝都有热审制度

C. 热审的目的是加快笞杖案件的审决速度

D. 热审是为了避免笞杖刑犯人因天气暑热庾毙狱中

E. 热审时会对笞杖刑犯人减轻发落

34. 晚清预备立宪的主要活动有

A. 进行官制改革 B. 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C. 设立资政院

D. 颁布《十九信条》 E. 设立谘议局

35. 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刑事法律中主要罪名有

A. 反革命罪 B. 汉奸罪 C. 盗匪罪

D. 破坏坚壁财物罪 E. 战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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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9 分)

36. 九卿圆审

37. 翻异别勘制

38. 领事裁判权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39. 简述西周时期的世轻世重原则。

40. 简述明太祖为实现明刑弼教而创设的制度。

41. 简述晚清修律的指导思想。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42. 论述西汉“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

43. 论述唐律中的“十恶”犯罪及对其重惩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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