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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石油大学 

2025 年法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课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945 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诉讼法(民诉刑诉)] 

一、考试性质 

945 法学综合 B[民法、刑法、诉讼法(民诉刑诉)]是法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科目之一。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本硕士点招生类型的特点，科学、公平、

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相关基础知识掌握水平，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及综

合知识运用能力。应考人员可根据本大纲的内容和要求自行学习相关内容和掌握

有关知识。 

本大纲主要包括刑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四部分。 

二、考试主要内容  

（一）刑法学  

1、刑法概述 

（1）   刑法的概念和任务 

（2）   刑法的创制和完善 

（3）   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4）   刑法的基本原则 

（5）   刑法的效力范围  

2、 犯罪与犯罪构成 

（1）   犯罪的定义  

（2）   犯罪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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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犯罪构成概述 

（4）   犯罪客体 

（5）   犯罪客观方面 

（6）   犯罪主体  

（7）   犯罪主观方面 

3、 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 

（1）   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概述 

（2）   正当防卫 

（3）   紧急避险 

4、 犯罪停止形态  

（1）   犯罪停止形态概述 

（2）   犯罪既遂 

（3）   犯罪预备 

（4）   犯罪未遂 

（5）   犯罪中止 

5、 共同犯罪 

（1）   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2）   共同犯罪的形式 

（3）   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其刑事责任 

（4）   共同犯罪与身份 

6、 罪数形态 

（1）   罪数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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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罪的类型 

（3）   数罪的类型 

（4）   法条竞合 

7、 刑事责任  

（1）   刑事责任概述 

（2）   刑事责任的根据和解决方式 

8、 刑罚概述 

（1）   刑罚的概念和特征 

（2）   刑罚的功能 

（3）   刑罚目的 

9、 我国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1）   刑罚的体系 

（2）   主刑  

（3）   附加刑 

（4）   非刑罚处理方法 

10、 刑罚裁量 

（1）   刑罚裁量概述 

（2）   刑罚裁量的原则 

（3）   刑罚裁量的情节 

（4）   刑罚裁量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11、 刑罚裁量制度 

（1）   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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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首和立功 

（3）   数罪并罚 

（4）   缓刑 

12、 刑罚执行制度 

  （1）   减刑 

  （2）   假释 

13、 刑罚消灭制度 

（1）   刑罚消灭概述  

（2）   时效 

（3）   赦免 

14、 刑法各论概述 

（1）   刑法各论的研究对象和体系 

（2）   罪状、罪名、法定刑  

15、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1）   危害国家安全罪概述 

（2）   危害国家安全罪分述 

16、 危害公共安全罪  

（1）   危害公共安全罪概述 

（2）   危害公共安全罪分述 

17、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1）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概述 

（2）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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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1）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概述 

（2）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分述 

19、 侵犯财产罪  

（1）   侵犯财产罪概述  

（2）   侵犯财产罪分述 

20、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1）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概述 

（2）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分述  

21、 危害国防利益罪 

（1）   危害国防利益罪概述 

（2）   危害国防利益罪分述 

22、 贪污贿赂罪  

（1）   贪污贿赂罪概述  

（2）   贪污贿赂罪分述 

23、 渎职罪 

（1）   渎职罪概述 

（2）   渎职罪分述  

24、 军人违反职责罪 

（1）   军人违反职责罪概述 

（2）   军人违反职责罪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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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法学 

1、 民法概述  

（1） 民法的概念 

（2）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3）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和体系 

（4） 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5） 民法的渊源 

（6） 民法的适用 

2、 民法的基本原则 

（1） 平等原则 

（2） 自愿原则 

（3） 公平原则 

（4） 诚实信用原则 

（5） 公序良俗原则 

（6） 绿色原则  

3、 民事法律关系  

（1）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2）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3） 民事法律事实 

4、 自然人 

（1）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2）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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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护 

（4）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5、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1） 法人概述 

（2） 法人的成立 

（3） 法人的民事能力 

（4） 法人的机关及法人分支机构 

（5）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6） 非法人组织 

6、 民事权利 

（1） 民事权利的概念 

（2） 民事权利的分类 

（3） 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7、 物 

（1） 物 

（2） 纸币和有价证券 

8、 民事法律行为  

（1） 概说  

（2）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3）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 

（4） 意思表示 

（5） 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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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效力存在欠缺的民事法律行为 

（7） 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9、 代理  

（1） 概述  

（2） 代理权  

（3） 无权代理 

（4） 代理关系的消灭 

10、 时效制度与期间  

（1） 时效制度概述 

（2） 诉讼时效概述 

（3）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4） 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断、中止和延长 

（5）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后果 

（6） 期间与期日 

11、 物权编概述 

（1） 物权概述 

（2） 物权法概述  

（3）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4） 物权的行使与保护 

12、 所有权概述  

（1） 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 

（2） 所有权的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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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权的取得 

（4） 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 

13、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1）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述 

（2） 专有权 

（3） 共有权 

（4） 共同管理权 

（5）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14、 相邻关系 

（1） 相邻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2） 相邻关系的种类 

（3） 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 

15、 共有 

（1） 共有概述 

（2） 按份共有 

（3） 共同共有 

（4） 因共有财产而产生的债权债务 

（5） 共有财产的分割 

16、 用益物权总论 

（1） 用益物权概述  

（2） 准用益物权 

17、 土地承包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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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承包经营权概述 

（2）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 

（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 

（4）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 

（5） 土地经营权 

18、 建设用地使用权 

(1)     建设用地使用权概述 

(2)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 

(3)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 

(4)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效力 

(5)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 

(6)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特别规则 

19、 宅基地使用权 

(1)     宅基地使用权概述 

(2)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3)     宅基地使用权的效力 

20、 居住权 

(1) 居住权概述 

(2) 居住权的设立 

(3) 居住权的效力  

21、 地役权 

(1) 地役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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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役权的取得 

(3) 地役权的效力 

(4) 地役权的消灭 

22、 担保物权总论  

（1）   担保物权概述 

（2）   担保合同 

（3）   担保物权的消灭 

23、 抵押权 

(1) 抵押权概述 

(2) 抵押权的设立 

(3) 抵押权的效力 

(4) 抵押权的实现 

(5) 不动产抵押权的特别规则 

(6) 动产抵押权的特别规则 

(7) 浮动抵押权的特别规则 

(8) 最高额抵押权的特别规则 

24、 质权 

(1) 质权概述 

(2) 动产质权 

(3) 权利质权  

25、 留置权 

(1) 留置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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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留置权的成立 

(3) 留置权的效力 

(4) 留置权的实现 

26、 占有 

(1) 占有概述 

(2) 占有的分类 

(3) 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4) 占有的效力 

(5) 占有的保护 

27、合同概述 

(1) 合同关系 

(2) 合同的分类  

28、合同的订立 

（1）   合同的成立 

（2）   要约 

（3）   承诺 

（4）   特殊形式的要约与承诺 

（5）   强制缔约 

（6）   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7）   缔约过失责任 

29、合同的内容和形式 

(1) 合同的内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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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格式条款 

(3) 免责条款 

(4) 合同的形式 

30、合同的履行 

(1) 合同的履行概述 

(2) 履行的具体规则 

(3) 涉他合同 

(4) 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31、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1) 合同的变更 

(2) 债的转移 

32、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1) 债的消灭的一般原因 

(2) 合同解除 

33、违约责任  

34、买卖合同 

35、赠与合同 

36、借款合同 

37、保证合同 

38、租赁合同 

39、准合同 

(1) 无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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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当得利 

40、人格权概述 

（1）   人格和人格权的概念  

（2）   人格权与其他权利 

（3）   自然人死亡后人格权的保护  

41、一般人格权 

42、具体人格权 

43、人格权的保护 

(1) 人格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 

(2) 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及其保护 

(3) 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44、婚姻家庭概述 

(1) 婚姻、家庭和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 

(2) 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 

(3) 婚姻家庭编的禁止性规定 

(4) 婚姻家庭编的倡导性规定 

(5) 亲属、近亲属和家庭成员 

45、结婚 

46、家庭关系 

47、离婚 

48、收养 

(1) 收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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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养关系成立的法定条件 

(3) 收养关系成立的法定程序 

(4) 收养的法律效力 

(5) 收养关系的解除 

49、继承法概述 

50、法定继承 

（1）   法定继承及其适用范围 

（2）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3）   代位继承和转继承 

（4）   法定应继份 

51、 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 

（1）   遗嘱继承和遗嘱自由 

（2）   遗嘱 

（3）   遗嘱的变更、撤回和执行 

（4）   遗赠 

（5）   遗赠扶养协议 

（6）   遗嘱信托 

（7）   后位继承和补充继承 

52、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与基本原理 

（1）   侵权责任法基本问题 

（2）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3）   数人共同的侵权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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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减轻与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53、损害赔偿 

(1) 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与损害赔偿概述 

(2) 人身损害赔偿 

(3) 精神损害赔偿 

(4) 财产损害赔偿 

54、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1) 监护人责任 

(2) 用人者责任 

(3) 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 

(4)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5) 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 

55、过错侵权责任 

(1) 医疗损害责任 

(2)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56、无过错责任 

(1) 产品责任 

(2)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3)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4)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5) 高度危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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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事诉讼法  

1、 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 

（1）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2） 民事诉讼 

（3） 民事诉讼法 

（4）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2、 诉与诉权 

（1） 民事之诉 

（2） 反诉  

（3） 民事诉权 

3、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1） 基本原则概述 

（2） 当事人平等原则 

（3） 辩论原则 

（4） 诚信原则 

（5） 处分原则  

（6） 检察监督原则 

4、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 

（1） 合议制度 

（2） 回避制度  

（3） 公开审判制度 

（4） 两审终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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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陪审制度  

5、 受案范围  

（1） 受案范围概述 

（2） 法院受案范围的立法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3） 法院受案范围的界定 

6、 管辖  

（1） 管辖概述 

（2） 级别管辖 

（3） 地域管辖 

（4） 裁定管辖 

（5） 管辖权异议 

7、 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1） 当事人概述 

（2） 当事人能力与诉讼能力 

（3） 当事人适格 

（4） 诉讼辅佐人 

（5） 诉讼代理人 

8、 多数人诉讼 

（1） 共同诉讼 

（2） 群体性诉讼  

（3） 诉讼第三人  

（4） 民事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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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事诉讼证据  

（1） 证据概述 

（2） 证据能力与证明力  

（3） 证据的分类 

（4） 证据的种类 

（5） 证据的收集、保全和质证  

10、 民事诉讼证明 

（1） 民事诉讼证明概述  

（2） 证明对象 

（3） 证明责任  

（4） 证明标准  

11、 法院调解  

（1） 法院调解概述  

（2） 法院调解的原则  

（3） 法院调解的程序 

（4） 法院调解的效力 

12、 临时性救济  

（1） 财产保全 

（2） 行为保全 

（3） 先予执行  

13、 诉讼保障制度  

（1）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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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达  

（3） 强制措施 

（4） 诉讼费用与司法救助  

14、 第一审普通程序  

（1） 普通程序概述 

（2） 起诉与受理  

（3） 审理前的准备  

（4） 开庭审理 

（5） 撤诉、缺席审判与延期审理 

（6） 诉讼中止与诉讼终结  

15、 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  

（1） 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概述  

（2） 简易程序 

（3） 小额诉讼程序  

16、 民事诉讼中的裁判  

（1） 裁判概述 

（2） 判决 

（3） 裁定、决定与命令 

17、 上诉审程序 

（1） 上诉审程序概述  

（2） 上诉的提起与受理  

（3） 上诉案件的审理与裁判  



21 
 

18、 再审程序 

（1） 再审程序概述  

（2） 民事再审事由  

（3） 再审发动方式  

（4） 再审审查程序  

（5） 再审审理程序  

（6） 第三人撤销之诉  

19、 特别程序  

（1） 特别程序概述 

（2） 《民诉法》15、规定的特别程序  

（3） 督促程序 

（4） 公示催告程序  

20、 强制执行通则  

（1） 民事执行概述 

（2） 执行主体与执行标的  

（3） 执行依据与执行管辖  

（4） 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  

（5） 委托执行与协助执行 

（6） 执行竞合与执行救济 

（7） 执行的开始、进行和终结  

21、 强制执行措施 

（1） 给付金钱的执行：查封、扣押、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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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给付金钱的执行：拍卖、变卖、以物抵债  

（3） 给付金钱的执行：参与分配 

（4） 交付物和完成行为的执行  

22、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1）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2） 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基本原则  

（3）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规范的选择适用  

（4） 外国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5）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和期间 

（6） 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四） 刑事诉讼法 

1、 概论  

（1） 刑事诉讼 

（2） 刑事诉讼法 

（3）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  

2、 诉讼主体 

（1） 专门机关  

（2） 诉讼参与人 

3、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4、 管辖 

（1） 概述  

（2） 立案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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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判管辖  

5、 回避  

（1） 概述 

（2） 回避人员范围、理由和种类  

（3） 回避的程序 

6、 辩护与代理  

（1） 辩护 

（2） 代理 

（3）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7、 证据及证据运用  

（1） 证据制度的一般理论  

（2） 证据规则 

（3） 证据的种类、分类及证据运用 

8、 强制措施 

（1） 概述  

（2） 拘传  

（3） 取保候审  

（4） 监视居住  

（5） 拘留  

（6） 逮捕 

9、 附带民事诉讼  

10、 期间与送达  



24 
 

11、 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  

12、 立案 

（1） 概述 

（2） 立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  

（3） 立案的程序 

13、 侦查  

（1） 概述  

（2） 侦查行为  

（3） 侦查终结 

（4） 检察机关的侦查  

（5） 补充侦查 

（6） 侦查监督与救济 

14、 起诉 

（1） 概述  

（2） 审查起诉 

（3） 提起公诉  

（4） 不起诉  

（5） 提起自诉  

15、 第一审程序  

（1） 概述 

（2） 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3）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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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简易程序 

（5） 判决、裁定和决定  

16、 审判救济程序  

（1） 第二审程序 

（2） 死刑复核程序  

（3） 审判监督程序  

17、 执行  

18、 特别程序 

（1）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 

（2）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3） 没收违法所得程序 

（4） 强制医疗程序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考试时间和分值 

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50 分。 

2、考试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 

（2）简答题 

（3）论述题（含案例分析题） 

四、参考书目 

1、《民法》（第九版），王利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2、《刑法》（第七版），王作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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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事诉讼法》（第九版），江伟，肖建国，曾宪义，王利明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4、《刑事诉讼法》（第八版），程荣斌、王新清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