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模拟试卷答案

法理学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40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

符合题目要求）

1.D 【解析】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2.A 【解析】关于法律要素的特征，具有个别性、局限性，表现为一个个元素或个体。

3.D 【解析】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的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

合性原理或出发点。法律原则的功能有：①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或出发点，对法律

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法律规则也有指导意义；②直接作为审判的依据；③可以作

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以纠正严格执行实在法可能带来的不公。

4.C

5.A

6.A

7.D

8.B 【解析】人们的行为都是动机推动的，动机是是推动人们作出某种行为的内在心

理动力。

9.B

10.C 【解析】行为是法律责任的核心构成要素，行为包括违法行为和违约行为。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0 分）

11.ACD 【解析】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有：文义解释（语义解释）、体系解释（系

统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

12.AC【解析】法律解释必须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法律解释是严肃的国家活动，

因此必须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其次，要求对下位法及其规范的解释

必须符合上位法及其法律规范，并要求最终符合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和宪法

精神，因为在法律规范体系中，每一个规范的效力都应来自更高的规范。

13.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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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BC

16.ACD

17.AB

18.ABCD

19.AB

20.ABC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21.答：（1）法制是法治的基础。法制首先强调的是关于法律的制度建设，它为

法治确立制度前提，奠定制度基础。法治是与法制相伴随的，是建立在完备的法

律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法制是法治的基础。（4分）

（2） 法治是法制的深化。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被切实实现是法制的目的。

只有法治建立了，法制才能获得最好的立法环境和实施机制、实现条件。如果认

为民主是法制的终极目的，那么法治就是法制发展的直接目标。只有奠定法制的

基础，进而实现法治的目标，才能实现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6分）

22. 答：人治是政治领袖个别人或少数人拥有公权力，运用其智慧以及军事、经

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宗教等手段来管理国家或者社会的治国方式和政

治模式。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德治都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是极为精致

的人治。作为国家治理及社会治理基本方式的人治，它的基本特征如下：

（1）人治根据的是特定意志 ；（2分）

（2）人治具有随意专横的可能性质 ；（2分）

（3）人治者往往轻视法律；（2分）

（4）人治中的法律服从于政治领袖意志 ；（2分）

（5）缺乏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与准则 。（2分）

23.（1）沟通作用。人们的沟通依赖于人们共同的认知，法律活动中的沟通依赖

于共同的法 律认知。（2分）

（2）选择作用。在法律领域的选择包括制度安排方面的基本制度选择，权

利义务分配的 选择，法律调整机制和调整方式的选择等；在法律实施方面包括

程序选择和对实体权利义务及责任安排的选择；在一般法律活动方面包括对法律

行为的选择等等。这些选择，决定于法律文化中的理论、信仰、关于 法律调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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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认识以及法律知识等。 （4分）

（3）指令作用。这是指法律文化驱动和控制法律制度的运作，指导社会活

动主体作出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2分）

（4）整合作用。整合是指将各种不同的要素或部分调整为一个系统的活动、

方法、过程与结果。（2分）

24. （1）惩罚功能。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就是惩罚违法者和违约人，维护社

会安全与秩序。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是法律责任的首要功能。 （2分）

（2）救济功能。法律责任的救济功能，就是救济法律关系主体受到的损失，

恢复受侵犯的权利。法律责任通过设定一定的财产责任，赔偿或补偿在一定法律

关系中受到侵犯的权利或者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受到损失的利益。 （4分）

（3）预防功能。法律责任的预防功能，就是通过使违法者、违约人承担法律责

任，教育 违法者、违约人和其他社会成员，预防违法犯罪或违约行为。法律责

任通过设定违法犯罪和违约行为必须承担的不利的法律后果，表明社会和国家对

这些行为的否定态度。（4分）

25.（1）法只是许多社会调整方法中的一种。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方法，但

不是唯一的方法。除法律之外，还有政策、纪律、规章、道德、民约、公约、宗

教规范及其他社会规范，还有经济、行政、思想教育等手段。（4分）

（2）法的作用范围不是无限的，也并非在任何问题上都是适当的。（1分）

（3）法对千姿百态、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涵盖性和适应性存在一定的局

限。法律作为规范，其内容是抽象的、概括的、定型的，制定出来之后有一定的

稳定性。（2分）

（4）在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资源、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法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2分）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26.答：社会主义法具有社会性与民主性统一的特征。 （4分）

（1）民主性。在一切剥削阶级社会里，国家权力和社会生产资料都掌握在

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手中，这就决定了剥削阶级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只能是

少数人的民主。（4分）

（2）社会性。法的社会性是个含义相当广泛的概念，但一般可以把它理解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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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二是

指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剥削阶级

法的社会性都不可与社会主义法同日而语。 （6分）

（3）社会主义法是社会性与民主性的统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本

质上仍然具有社会性，它是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农民阶级和其他人

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在这一点上，我国法律制度与其他历史类型的法律制

度是一致的，但我国法律制度的社会性和民主性不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致关系，

它的社会性正是通过对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加以确认而表现出来的。（6

分）

27.（1）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有助于实现法治的目标。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

受过系统的法律职业教育和训练，有着以权利和义务作为中心概念的参照系，以

及以这一参照系为定向的解释法律和进行法律推理的方法；他们的职业目的都是

为了权利的明示、清晰、维护和补救； （5分）

（2）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有利于法的信仰和法的权威的形成。①法律权

威要靠职业法律家来维护。 ②职业法律家的威信是法律权威的真正基础。（5

分）

（3）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法律的相对确定性。 没有法律职业共同

体，法律的确定性将会受到两方面伤害： ① 没有共同的法律话语，放大了法律

规定的不确定性。 ② 固有的法律规定，也因没有法律职业共同体，而服从于党

政意识。法律的确定性要靠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法律理念、职业伦理的法律职

业共同体来维护。（5分）

（4）根据现代诉讼典型的控、辩、裁模式，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检察官、

律师和法官进行了司法职能和功能上的分工，他们在处理、解决具 体案件的过

程中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最大可能地实现了司法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正义。这种

体现公正和正义的司法裁判结果是对法治社会秩序的活生生的具体的宣示，它明

确告诉人们在法治社会秩序中什么行为是允许的，什么行为是禁止的、要受到法

律惩罚的，它起到了纸上法律规范的宣示难以收到的社会效果，成为法治社会秩

序规范的活的宣传机器。（5分）

五、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38题 12 分，第39题 18 分，共 30 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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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由于法律原则的适用特别是司法适用可能存在弊端，因此，法律原则的司法

适用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

（1）只能适用法律原则，禁止适用道德原则、政治原则等非法律原则。 这

是因为法律是一个独立的规则和原则体系，如果适用非法律的原则， 将破坏法

律的统一，导致法律无法有效地对社会进行调整，无法保障权利。在泸州遗赠案

中，人民法院适用的是民法通则第七条的法律原则；于某诉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

位案中，人民法院适用的是正当程序原则。两个 案子都没有适用道德原则、政

治原则等非法律原则。 （4分）

（2）法律规则优先适用。在选用法律的时候，优先选择适用法律规则， 适

用法律原则是例外，即“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因为法律原则的抽象性程度高

于规则，法律规则是法律原则的细化与具体化，因此，在理论上，应当假定法律

规则正确体现了法律原则的精神，在存在法律规则的场合，应当适用法律规则；

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排斥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否则便否定了立法与判例

的正当性，与执法者的宪法地位不符。（4分）

（3）充分说明理由。在具备了适用法律原则的正当理由时，特别是在排斥

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时，法律适用者还要承担充分说明理由的义务。 这是因为

此时法律适用者其实承担了（起码是部分地承担了）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双重职能，

适用原则有相当的主观性。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适用者个人主观因素对法律的侵

害，保障法的安定与当事人的权利，适用者有义务向社会和当事人充分说明理由。

（4分）

29.执法的合理性原则是指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特别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

必须客观、适度、合乎理性。

（1）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行

政管理是一项范围广泛、内容复杂的活动，法律不可能对每个事项都作出具体的

规定，在许多领域只能规定基本原则、基本规则，给行政主体留有较大的自由裁

量的空间，行政自由裁量权必不可少。但伴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行政自由裁量

权的日益扩张，为避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 滥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加以

必要的控制也就成为必然要求，而仅以合法性原则难以达到全面控制自由裁量权

的效果，合理性原则因此得以确立。（6分）广
东

普
通

专
升

本
考

试
网

www.g
dz

cb
.cc

广东专插本考试华师培训班  13825092671 陈老师



（2）合理性原则是现代行政法治精神的应有内涵，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遵循合理性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 公平、公正，

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

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

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6分）

（3）在上述案例中，行政执法部门的处罚虽然合法，但考虑到具体情况，

其处罚并不合理，所以法院依法予以变更。在行政机关执法的过程中，不但要遵

守合法性的原则，还要遵守合理性的原则。（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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