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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权威的师资阵容

  最及时的在线答疑

     全程视频授课，反复观看 不限次数

自考 365 网校数百门课程全面招生！

基础班＋串讲班 祝您成功每一天！

全国 2006 年 1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法院与检察院组织制度试题
课程代码：00993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

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l.按照法院具体管辖的案件性质来划分，可以将法院分为(        )

  A.形式意义的法院和实质意义的法院     B．初审法院和上诉审法院

  C.初审法院和终审法院                  D．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

2.实行分割式三权分立的国家，强调法院作为独立的审判机关，既不受政府和议会的干

  预，也绝不能干预政府和议会的职权，其典型代表是(        )

  A．美国    B．英国

  C．法国     D．中国

3.依照宪法设立，解决所有关于宪法争议的法院，称为(        )

  A．司法法院    B．宪法法院

  C．普通法院    D．终审法院

4.法院的书记员是(        )

  A．法官   B．辅助人员

  C．审判人员   D．专业技术人员

5.审判权是一项国家权力，它的行使者是(        )

  A．法院    B．检察院

  C．政法委员会    D．警察机关

6．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自行决定对证据进行调查收集的情形是(        )

  A．涉及对方当事人侵权的事实    B．涉及对方当事人违约的事实

C．涉及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事实     D．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实

7．下列判决中，当事人不得提出上诉的是(        )

  A．基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B．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C．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D．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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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官的属性包括专业性、中立性和(        )

  A．国家性    B．阶级性

  C．权威性    D．人民性

9．美国法官的选任条件之一是(        )

  A．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司法从业资格

  B．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

  C．通过检察官资格考试，取得检察官资格

  D．通过法官资格考试，取得法官资格

10．我国设置检察机构的目的就在于(        )

    A．专门从事法律监督    B．专门从事打击犯罪

    C．专门从事保障人权   D．专门从事行政监察

11．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基本上是一种(        )

    A．具有终局性效力的监督   B．具有实体处理效力的监督

    C．建议和启动程序权    D．解决纠纷权

12．某基层法院院长在审理刘某杀人案时，发现刘某是其失散多年的兄弟，于是院长提出    

回避申请，该院长是否回避应当由(        )

   A．中级法院院长决定    B．中级法院审委会决定

   C．本院审委会决定  D．院长自主决定 

13．检察长是检察机关的(        )

  A．法定代理人    B．法定代表人

  C．诉讼代表人   D．诉讼代理人

14．不属于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依据的是(        )

   A．《监狱法》   B．《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C．《民事诉讼法》   D．《收养法》

15．检察官的职务回避是(        )

   A．公务回避补充    B．任用关系的回避

   C．地区回避的补充  D．地区回避的前提

16．检察长与主侦检察官的关系是(        )

   A．相互独立的关系    B．相互配合的关系

   C．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D．相互制约的关系

17．考核主诉检察官资格的机构是(        )

   A．上级检察官考评委员会    B．本院检察官考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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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同级人大常委会  D．上级人大常委会

18．依有关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等级为(        )

  A．一级大检察官   

B．二级大检察官

  C．一级大检察官至二级大检察官  

  D．二级大检察官至二级高级检察官

19．在日本，检察官与警察官的关系是(        )

    A．上级与下级的关系    B．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C．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D．相互协助的关系

20．依我国《法官法》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官应当履行的义务的是(        )

    A．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B．提供法律咨询

    C．参加培训       D．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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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在我国，中级法院审理的案件包括(             )

   A．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B．基层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C．对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提出上诉的案件

   D．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

   E．对基层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案件

22．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             )

  A．拘束力               B．既判力

  C．执行力               D．非稳定力

  E．可变性

23．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特点在于(             )

  A．检察机构的实际地位高于当事人

  B．检察机关缺乏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C．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和检察官管理制度比较严格

  D．检察机关的地位与公民权利对等

  E．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职权受到很大限制

24．下列人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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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省检察院检察长              B．最高检察院检察员

   C．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          D．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E．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25.由于检察制度不同,不同国家的检察官的职权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其职权主要有(             )

A.侦查权 B.公诉权

C.裁量权 D.监督权

E.建议权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6.法院

27.审判公开原则

28.侦查监督职能

29.检察委员会

30.检察权

四、判断说明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判断下列各题正误，正确的在题后括号内打“√”，错误的打“×”，并说明其正确或

错误的理由。

31．人民法院的回避决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

32．我国检察机关与政府、法院是平行的国家机关，具有独立的宪政地位。（     ）

33．在我国大陆，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皆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后即上任履职。

（    ）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34．如何理解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

35．法院横向组织体系划分有何意义？

36．如何理解检察院的打击职能？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1 分，共 22 分）

37．试述我国法官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38．试述我国检察官、检察长任职资格之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