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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05 年 7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法理学（一）试题 

课程代码：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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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把法学划分为理论法学和（   ） 

A.比较法学       B.应用法学 

C.法解释学       D.法社会学 

2.“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一观点强调的是（   ） 

A.法和国家的内在关系     B.法和道德的相互依赖 

C.法的抽象性和稳定性     D.法的规范性和灵活性 

3.下列学派中，主张“恶法亦法”观点的是（   ） 

A.自然法学       B.自由主义法学 

C.分析法学       D.儒家法学 

4.与大陆法系相比，普通法法系更突出反映的哲学倾向是（   ） 

A.理性主义       B.国家主义 

C.经验主义       D.自然主义 

5.法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具体性、变动性之间的矛盾，表明了法的（   ） 

A.局限性        B.阶级性 

C.规范性        D.公共性 

6.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把法律划分为（   ） 

A.公法和私法       B.普通法和衡平法 

C.普通法和成文法      D.成文法和衡平法 

7.将立法分为国家立法机关立法、国家行政机关立法和授权立法的依据是（   ） 

A.政体的不同       B.立法机关的组成不同 

C.立法机关的性质不同     D.立法机关的地位不同 

8.下列选项中，属于非国家性监督的是（   ） 

A.权力机关的监督      B.行政机关的监督 

C.司法机关的监督      D.人民政协的监督 

9.充分体现大陆法系特点的两个法典是《德国民法典》和（   ） 

A.《法国刑法典》      B.《德国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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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法国民法典》      D.《意大利民法典》 

10.下列亚洲国家中，可归属于普通法法系的国家是（   ） 

A.日本        B.韩国 

C.印度        D.伊朗 

11.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被称为 

（   ） 

A.法的实施       B.法的实现  

C.法的执行       D.法的适用 

12.下列关于法和道德的相互关系的表述，正确的是（   ） 

A.法总是合乎所有社会道德    B.法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 

C.道德必须法律化才可推行    D.法的规范性程度高于道德 

13.按照所设定的行为模式的不同，法律规则可分为授权性规则和（   ） 

A.调整性规则       B.强制性规则 

C.义务性规则       D.禁止性规则 

14.最终决定法的因素是（   ） 

A.物质生活条件      B.政治力量对比 

C.国家权力性质      D.阶级力量对比 

15.按照宪法规定，我国所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都有权制定（   ） 

A.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B.自治条例和地方性法规 

C.自治条例和地方规章     D.地方规章和单行条例 

16.在立法过程中产生和利用的经验、知识和操作技巧，一般被称为（   ） 

A.立法体制       B.立法技术 

C.立法渊源       D.立法手段 

17.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在性质上属于（   ） 

A.民事制裁       B.刑事制裁 

C.行政制裁       D.违宪制裁 

18.按照立法权的行使是否为同一类别机关，可以将立法体制分为（   ） 

A.民主立法体制和专制立法体制 

B.单一制立法体制和联邦制立法体制 

C.一级立法体制和两级立法体制 

D.独立的立法体制和制衡的立法体制 

19.划分部门法的首要的、第一位的标准是（   ） 

A.法律调整机制      B.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C.从实际出发       D.各部门法的平衡与稳定 

20.下列选项中，属于商法这一法律部门的是（   ） 

A.合同法        B.知识产权法 

C.农业法        D.公司法 

21.我国法律对人的效力所采取的原则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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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属人主义 

B.属地主义 

C.以属地主义为主，与属人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 

D.以属人主义为主，与属地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 

22.在法律规定本身的意义模糊、出现法律漏洞以及法律规定之间有抵触的情况下，应该运

用的法律推理形式是（   ） 

A.演绎推理       B.归纳推理 

C.形式推理       D.实质推理 

23.根据权利的效力范围不同，可以把权利划分为（   ） 

A.公权利和私权利      B.对世权和对人权 

C.原权利和救济权      D.专属权与可移转权 

24.民事责任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种（   ） 

A.惩罚性责任       B.绝对责任 

C.严格责任       D.救济责任 

25.法律解释应当符合历史上的立法者事实上的意思，亦即立法者的看法、企图和价值观，

这种关于法律解释目标的观点被称为（   ） 

A.主观说        B.客观说 

C.严格解释       D.自由解释 

26.法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是指法的（   ） 

A.实质渊源       B.形式渊源 

C.文件渊源       D.文献渊源 

27.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对一定时期和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予以审查、整理，重新确认其

法律效力的活动，被称为（   ） 

A.法律汇编       B.法典编纂 

C.法律清理       D.法律汇制 

28.法治应包含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

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名言的作者是（   ） 

A.亚里士多德       B.乌尔比安 

C.西塞罗        D.柏拉图 

29.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法的要素的是（   ） 

A.法律规范       B.法律原则 

C.法律概念       D.法律条文 

30.法律规则的两个构成部分是（   ） 

A.行为模式和制裁模式     B.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 

C.行为假定和结果假定     D.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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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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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列关于法和经济相互关系的正确表述包括（      ） 

A.法决定于经济基础    B.法自发产生于经济基础 

C.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D.法没有相对独立性 

E.法总是巩固经济基础 

32.国家权力对于法的依赖性表现在，国家权力借助于法律（      ） 

A.确认其合法性    B.组织国家机构 

C.实现国家职能    D.约束国家的活动 

E.建立经济基础 

33.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的主要变化包括（      ） 

A.公民法律权利扩展     

B.宪法和法律监督加强 

C.公私混合法大量出现     

D.立法指导思想现转向现实主义 

E.法典化趋势加强 

34.下列选项中，可以构成法律责任免除的原因的是（      ） 

A.时效    B.不起诉 

C.自首    D.履行不能 

E.立功 

35.在我国，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机关有（      ） 

A.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B.省、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 

C.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 

D.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E.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36.特别法 

37.立法程序 

38.法律意识 

39.文义解释 

40.准用性规则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41.违约责任和民事侵权责任的区别是什么？ 

42.《法国民法典》中规定的自由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原则有哪些？ 

43.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论述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 44 题 13 分，第 45 题 14 分，共 27 分） 

44.请解释并评价“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45.什么是司法解释？我国司法解释的作用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