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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知识点 1】法律关系

1、考点频率：★★★

2、难度：低

3、题型：选择、判断

一、三要素的名称和辨别

【单选题】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向乙公司购买了一辆汽车，价款 18万元，该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

的主体是（ ）。

A.甲公司与乙公司 B.汽车

C.18 万元价款 D.买卖合同

【答案】A

【单选题】张某从一家电脑专卖店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双方该买卖的法律关系中，笔记本电脑属于（ ）。

A.法律关系的主体 B.法律关系的客体

C.法律关系的事实 D.法律关系的内容

【答案】B

【解析】在初级考试中，买卖关系中，买卖的物品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二、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判断

条件

类别
年龄条件 辨认自己行为能力 性质

完全
≥18 周岁 无障碍 成年人

≥16周岁，劳动收入 无障碍 未成年人

限制
8 周岁～18 周岁 —— 未成年人

≥18 周岁 不能完全辨认 成年人

主体

客体

内容

参加法律关系，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

人

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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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8周岁 —— 未成年人

≥18 周岁 不能辨认 成年人

8 周岁～18周岁 不能辨认 未成年人

【多选题】下列自然人中，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有（ ）。

A.赵某，16周岁，在某超市上班 B.王某，15 周岁，辍学在家赋闲

C.张某，20周岁，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 D.李某，10 周岁，不能辨认自己行为

【答案】BC

【解析】在民法上，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选项 B），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选项 C）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辨析】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多选题】李某今年 17 周岁，先天双臂残疾，但是精神状况正常，且天生练就双脚写书法的绝活，目前在一

家书法协会工作，工作稳定。关于该情况，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李某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B.李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C.李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D.李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答案】AC

【解析】选项 A：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所以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选项 C：16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三、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

法人

自然人

权利能力

行为能力

权利能力

行为能力

始于成立，终于消灭

与权利能力同时产生，同时消灭

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取决于年龄和辨别自己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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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名称 具体内容

物

①自然物：土地、矿藏、水流、森林等

②人造物：建筑、机器、各类产品等

③货币和有价证券

人身、人格
①人的整体不是法律关系的客体

②人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物”

智力成果 著作权 、专利权、商标权等

行为（多选题）

①生产经营行为

②经济管理行为

③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

④完成一定工作的行为

【知识点 2】法律事实

1、考点频率：★★★★

2、难度：中

3、题型：选择、判断

一、准确理解法律事实的概念

法律事实是指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能够产生法律后果，即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情

况。

【判断题】由法律规范所确定，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情况，产生法律后果的，称之

为法律行为。（ ）

【答案】×

【解析】法律事实是指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能够产生法律后果，即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

消灭的情况。

二、准确辨别事件与行为

法律事件 法律行为

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 人们“有意识”的活

动。法律行为引起法

律关系发生、变更和

消灭的最普遍的法律

事实

自然现象（绝对事件） 社会现象（相对事件）

地震、洪水、台风、森林大火、生老

病死等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

革命、战争、重大政策的改变等，虽属人

的行为引起，但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有（ ）。

A.人类战争 B.签发空头支票

C.地震 D.租赁设备

【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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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选项 AC：属于法律事实的法律事件，选项 BD：属于法律事实中的法律行为。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律事件的是（ ）。

A.台风登陆 B.人们抢购新 IPHONE 手机

C.运输中的货物被大水冲毁 D.租赁仓库防止货物被盗

【答案】AC

【解析】法律事件是指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变更和消灭的法定情况或者现

象。选项 BD：属于法律行为。

三、熟悉法律行为的六种分类标准

分类标准 法律行为种类

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
合法行为

违法行为

行为的表现形式
积极行为（作为）

消极行为（不作为）

是否通过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行为：基于意思表示而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非表示行为：如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等

根据主体意思表示的形式
单方行为（遗嘱、行政命令）

多方行为（合同行为）

行为是否需要特定的形式
要式行为

非要式行为

主体实际参与行为的状态
自主行为

代理行为

【单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单方行为的是（ ）。

A.订立遗嘱 B.缔结婚姻 C.签订合同 D.销售商品

【答案】A

【解析】单方行为是指由法律主体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法律行为，如遗嘱（选项 A正确）、行政命令等；

多方行为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方法律主体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如合同行为等（选项 BCD

属于多方行为）。

【多选题】按照行为的表现形式，法律行为可分为（ ）。

A.消极行为 B.积极行为 C.代理行为 D.自主行为

【答案】AB

【解析】按照行为的表现形式，法律行为分为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按照主体实际参与行为的状态分为自主

行为和代理行为。

【知识点 3】法的渊源和效力

1、考点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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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难度：中

3、题型：选择、判断

一、法的渊源的判断

形式 制定机关

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法规

行政法规 国务院（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地方性法规

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②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

③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人大

特别行政区的法
①全国人大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②特别行政区依法制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规章

部门规章

①制定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

职能的直属机构

②依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

政府规章
①制定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

②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

【多选题】下列规范行为中，属于法律的有（ ）。

A.国务院发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C.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答案】BD

【解析】选项 A：属于行政法规；选项 C：属于部门规章。

【单选题】下列法的渊源中，由国务院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是（ ）。

A.宪法 B.行政法规 C.法律 D.行政规章

【答案】B

【解析】国务院制定的是行政法规，选项 B 正确。宪法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二、法的渊源的效力等级判断

（1）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2）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3）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4）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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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下列法的渊源中，效力等级最高的是（ ）。

A.宪法 B.地方性法规 C.行政法规 D.法律

【答案】A

【解析】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知识点 4】法的分类

1、考点频率：★★★★

2、难度：中

3、题型：选择、判断

标准 分类 释义要点

法的内容、效力

和制定程序 根本法和普通法

（1）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规定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

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普通法立法的依据

（2）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通常需要经过比普通法更为严格的程序

法的空间效力、

时间效力或对

人的效力
一般法和特别法

（1）一般法是在一国领域内对一般自然人、法人、组织和一般事

项都普遍适用的法律

（2）特别法是只在一国的特定地域内或只对特定主体或只在特

定时期内或只对特定事项有效的法律

法的内容 实体法和程序法

（1）实体法具体规定了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如《民法典》

（2）程序法规定了为保障法律主体实体权利义务的实现而制定

的程序，如《民事诉讼法》

法的主体、调整

对象和渊源
国际法和国内法

（1）国际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间的相互关系

（2）国内法调整的是一国内部的社会关系

法律运用的

目的
公法和私法

（1）公法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如刑法

（2）私法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如民法、商法

法的创制方式

和表现形式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1）成文法是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条文形式的规

范性法律文件；不成文法主要指习惯法、判例法等

（2）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时，习惯和判例

中的内容不能成为法

【单选题】下列对法所作的分类中，以法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为依据进行分类的是（ ）。

A.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B.根本法和普通法

C.实体法和程序法 D.一般法和特别法

【答案】A

【单选题】根据不同的标准，法可以分为（ ）。

A.实体法和程序法 B.公法和私法

C.根本法和普通法 D.国际法和国内法

【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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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5】法律责任

1、考点频率：★★★

2、难度：易

3、题型：选择、判断

一、不同类型法律责任的辨别

比较项目 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

涉及主体 平等民事主体之间 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 国家审判机关对犯罪人

形成

①民事违法

②违约行为

③不利民事法律后果

依照行政程序给予的制裁 依照刑事法律给予的制裁

内容 11项
①行政处罚

②行政处分

①主刑

②附加刑

二、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

行政处罚 针对外部相对人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

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

行政处分 针对内部相对人 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多选题】下列行政责任的形式中，属于行政处分的有（ ）。

A.警告 B.记过 C.行政拘留 D.记大过

【答案】ABD

【解析】选项 C：属于行政处罚。

三、主刑与附加刑

主刑

管制 3个月以上 2年以下，数罪并罚最高是 3年

拘役 1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最高是 1年

有期徒刑
6个月以上 15年以下，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不满 35 年的，最高不能超过 20年，

总和刑期在 35 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 25 年”

无期徒刑 ——

死刑 ——

附加刑 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多选题】下列刑事责任的形式中，属于附加刑的有（ ）。

A.罚款 B.罚金 C.有期徒刑 D.驱逐出境

【答案】BD

【解析】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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