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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法律基础与法律实务》科目考试说明

Ⅰ.考试内容与要求

本科目考试内容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

法、刑事诉讼法等内容。主要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和应用三个能力层次。

具体内容与要求如下。

第一部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

（一）识记

1.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

2.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政治方向

3.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4.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二）理解

1.社会主义法治的显著优势

2.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

3.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科学方法

（一）识记

1.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容

2.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逻辑理据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任务

4.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核心

5.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区别与联系

6.在法治下推进改革

（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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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的领导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

2.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

3.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

执政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总抓

手

5.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

6.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7.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8.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应用

1.坚持和体现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2.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涉外法治工作的战略布局

4.推进法治专门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各环节

第二部分 宪法

一、宪法概论

（一）识记

1.宪法的概念

2.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二）理解

宪法的特征、分类

（三）应用

1.我国宪法制定、宪法修改的主体和程序

2.我国宪法解释机关

二、国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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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识记

1.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显著特征、主要内容

和形式

（二）理解

1.国家性质的概念

2.政党制度的概念

（三）应用

1.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

2.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三、经济制度

（一）识记

1.我国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规定

2.我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

（二）理解

1.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2.我国宪法对于公共财产和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规定

（三）应用

宪法关于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规定

四、政权组织形式

（一）识记

1.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基本原则

2.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二）理解

1.政权组织形式的概念和类型

2.选举制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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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地位

（三）应用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成环节

2.我国选举制度的民主程序

五、国家结构形式

（一）识记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概念、主要内容

2.行政区划的概念

（二）理解

1.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类型

2.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原因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4.特别行政区的概念和法律地位

（三）应用

1.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区域自治权

2.我国宪法关于行政区划的规定

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识记

1.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

2.平等权的内涵

3.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内涵

4.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含义

5.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

6.人身自由权与人格尊严权的含义

7.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生存权、受教育权的含义

8.公民基本义务的内涵

（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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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

2.基本权利的性质、享有主体

3.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平等

4.政治权利的宪法意义

5.人格尊严的保障和界限

6.财产权的宪法意义，以及宪法对财产权的保障

7.劳动权的宪法保障和界限

8.休息权的宪法保障

9.受教育权的主要内容

10.申诉、控告、检举、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含义

11.公民基本义务的内容

（三）应用

1.基本权利的保障和界限

2.法律适用上的平等与法律内容上的平等、平等与“合理差别”

3.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和界限

4.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宪法规定、保障和界限

5.人身自由权的保障和界限

6.保卫祖国和依法服兵役的义务的宪法意义及履行主体

7.依法纳税的义务的宪法意义及履行主体

第三部分 民法

一、民法概述

（一）识记

1.民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2.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3.民事权利的法定类型

4.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及分类

5.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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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

1.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2.民法的渊源

3.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

4.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及分类

5.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的概念及分类

（三）应用

1.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含义及其适用

2.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的含义及其适用

3.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规则的适用

二、自然人

（一）识记

1.自然人的概念

2.监护的概念

3.监护人的职责

4.监护的终止

5.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

（二）理解

1.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

2.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止

3.胎儿利益的特殊保护

4.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及其特点

5.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概念和法律要件

6.自然人的住所的概念及法律意义

（三）应用

1.自然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

2.监护的设立和撤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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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效力及撤销宣告的法律后果

4.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财产责任承担

三、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一）识记

1.法人的概念和特征

2.法人终止的原因及清算规则

3.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的类型

4.非法人组织的概念和类型

（二）理解

1.法人的能力

2.法人的设立方式和条件

3.法人组织机构的概念和类型

4.非法人组织的设立和民事责任承担

（三）应用

1.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行为的责任承担

2.法人的合并与分立规则

四、民事法律行为

（一）识记

1.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2.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3.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效力未定民事法律行

为的概念

（二）理解

1.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

2.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及法律意义

3.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和效力

（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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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思表示的类型和生效、解释规则

2.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效果

3.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效果

4.效力未定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效果

五、代理

（一）识记

1.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2.代理权的滥用情形

3.代理终止情形

（二）理解

1.代理的适用范围

2.代理权的发生、授予

（三）应用

1.复代理的要件、效果

2.狭义的无权代理的类型、效果

3.表见代理的要件、效果

六、诉讼时效与期间

（一）识记

1.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

2.诉讼时效期间的分类

3.期间的含义

（二）理解

1.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2.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

（三）应用

1.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以及中止、中断、延长的基本规则

2.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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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间的计算方法、确定始期与终期的基本规则

七、物权

(一)识记

1.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2.我国《民法典》中的物权分类

(二)理解

1.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2.物权的保护方式

（三）应用

1.物权变动模式的基本规则

八、合同

(一)识记

1.合同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2.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

(二)理解

1.债与合同的关系

2.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三）应用

1.合同订立的程序

2.合同履行的规则

九、人格权

(一)识记

1.人格权的概念和特征

2.具体人格权的种类

十、婚姻家庭

(一)识记

1.亲属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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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关系

(二)理解

1.结婚的要件

2.离婚的法律后果

（三）应用

1.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认定规则

2.离婚时的救济规则

十一、继承

(一)识记

1.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2.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二)理解

1.适用法定继承的情形

2.遗嘱继承的适用条件

（三）应用

1.遗嘱的效力认定规则

十二、侵权责任

(一)识记

1.侵权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2.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理解

1.特殊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

2.数人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三）应用

1.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2.损害赔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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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刑法

一、刑法概述

（一）识记

1.刑法的概念和性质

2.刑法的基本原则

3.刑法的空间效力

（二）理解

1.刑法解释的分类

2.广义刑法的范围

（三）应用

1.属地原则在我国刑法的适用

2.从旧兼从轻原则在我国刑法的适用

二、犯罪的原理

（一）犯罪和犯罪构成

1.识记

（1）犯罪与犯罪构成的概念与特征

（2）危害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3）自然人犯罪主体

（4）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

2.理解

（1）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与区别

（2）不作为的成立条件

（3）几种“特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4）犯罪过失的分类

3.应用

（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

（2）单位犯罪的认定及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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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疏忽大意过失与意外事件的区别

（4）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

（二）故意犯罪停止形态

1.识记

（1）犯罪预备的概念与特征

（2）犯罪未遂的概念和特征

（3）犯罪中止的概念和特征

2.理解

（1）犯罪既遂的标准及类型

（2）区别几种未完成停止形态

3.应用

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的认定及处罚

（三）共同犯罪

1.识记

共同犯罪的概念与成立条件

2.理解

共同犯罪的形式

3.应用

（1）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刑事责任

（2）不构成共同犯罪的几种情形

（四）罪数

1.识记

（1）罪数判断标准

（2）一罪的几种类型及处理

2.理解

法条竞合

3.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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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罪的类型及处理

（五）正当行为

1.识记

（1）正当防卫的概念与成立条件

（2）紧急避险的概念与成立条件

2.理解

正当行为的种类

3.应用

（1）防卫过当的认定及法律后果

（2）避险过当的认定及法律后果

三、刑罚原理

（一）刑罚概述

1.识记

（1）刑罚的概念与特征

（2）五种主刑特点与内容

（3）四种附加刑特点与内容

2.理解

（1）我国刑罚的目的

（2）非刑罚处理方法的种类

（3）死缓制度

3.应用

（1）死刑适用的限制

（2）罚金的适用依据和执行

（二）刑罚裁量制度

1.识记

（1）一般累犯与特别累犯的概念与特征

（2）自首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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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功的概念与分类

2.理解

（1）刑罚裁量情节的适用

（2）区别一般自首、特别自首、坦白和立功

（3）区别一般缓刑与战时缓刑

3.应用

（1）我国数罪并罚原则的基本适用规则

（2）不同法律条件下适用数罪并罚原则的具体运用

（三）刑罚执行和刑罚消灭制度

1.识记

（1）减刑的概念与特征

（2）假释的概念与特征

（3）追诉时效的概念与期限

2.理解

（1）时效中断

（2）时效延长

3.应用

假释期间行为的考察及其处理

四、常见罪名

1.识记

（1）故意杀人罪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2）故意伤害罪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3）强奸罪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4）抢劫罪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5）盗窃罪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6）诈骗罪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2.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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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意杀人罪未遂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

（2）抢劫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3）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4）强奸罪未遂与猥亵他人罪的区别

3.应用

（1）故意杀人罪的司法认定

（2）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认定

（3）强奸罪的司法认定

（4）抢劫罪的司法认定

（5）盗窃罪的司法认定

（6）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第五部分 民事诉讼法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识记

1.民事纠纷的概念

2.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种类

（二）理解

1.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区别

2.各种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

（三）应用

1.能判断具体案件是否属于民事纠纷

2.能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纠纷相应的救济手段

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一）识记

1.各项民事诉讼特有原则的含义、内容

2.各项民事诉讼基本制度的含义、内容

（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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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实践意义及其精神实质

（三）应用

1.能根据基本原则分析思考具体案件

2.能对基本制度的程序要点准确把握和具体适用

三、管辖

（一）识记

1.管辖的含义

2.管辖的分类及其具体规定（法定管辖与裁定管辖；级别管辖与地域

管辖）

3.管辖的特别规定：管辖恒定、共同管辖和选择管辖、应诉管辖、管

辖权异议

（二）理解

1.管辖制度的意义

2.各种管辖规定的区别

（三）应用

1.能确定案件的具体管辖法院

2.能依法处理管辖适用中的各种问题

四、当事人

（一）识记

1.当事人的概念、特征

2.各类多数人诉讼的概念、分类和具体规定（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

第三人诉讼）

（二）理解

1.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

2.多数人诉讼中各类当事人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区别

（三）应用

1.能确定具体案件的原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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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确定多数人诉讼中的各主体的法律资格与地位

五、证据

（一）识记

1.证据的概念、特征、学理分类

2.证据的八种法定形式（法律分类）的概念

（二）理解

1.各类证据的区别

2.证据制度的法律意义

（三）应用

能分析诉讼中相关证据所属的类型、明确证明目的

六、一审普通程序

（一）识记

1.起诉的条件与方式

2.先行调解制度适用的时间、案件范围和条件

3.不予受理和应当受理的法定情形

4.审理前的准备活动

5.开庭审理的阶段和程序要求

6.延期审理、缺席判决、诉讼中止、诉讼终结等制度的适用情形和撤

诉的条件

（二）理解

1.一审普通程序的完整性、规范性、普遍适用性

2.一审普通程序各阶段相关规定的法律意义

（三）应用

1.能适用一审普通程序的具体法律规定进行诉讼活动

2.能依法处理一审程序中出现的特殊情况

七、二审程序

（一）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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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诉与受理的法律规定

2.不开庭审理适用的法定情形

3.二审裁判的方式及其适用情形

（二）理解

二审程序意义及其与一审程序的关系

（三）应用

能适用二审程序的具体法律规定进行诉讼活动

八、执行程序

（一）识记

1.执行管辖的概念和法律规定

2.执行异议的概念和法律规定

3.申请执行、移送执行、委托执行的法律规定

4.执行和解的概念和法律规定

5.执行担保的概念和法律规定

6.执行承担的概念和法律规定

7.执行回转的概念和法律规定

8.执行中止、执行终结的概念和法定情形

（二）理解

1.执行行为异议和执行标的异议的区别

2.各项执行制度的法律意义

（三）应用

1.能按照程序要求适用各项执行措施

2.能按照程序要求处理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第六部分 刑事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与制度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理

1.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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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诉讼主体

（2）专门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

（3）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原则

2.理解

（1）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区别

（2）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3）认罪认罚从宽原则

3.应用

（1）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的职权和地位

（2）明确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二）刑事诉讼制度

1.识记

（1）立案管辖的法律规定

（2）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

（3）辩护人的范围

（4）证据的法定种类

（5）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

（6）刑事拘留的适用条件和羁押期限

（7）逮捕的适用条件

2.理解

（1）证据的分类

（2）刑事拘留与行政拘留、司法拘留的区别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3.应用

（1）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2）确定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

（3）回避的理由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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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刑事证明标准

二、刑事诉讼程序

（一）追诉程序

1.识记

（1）立案的条件

（2）提起公诉的条件和方式

（3）不起诉的种类

2.理解

（1）立案机关对立案材料的接受和审查

（2）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对案件的处理

3.应用

（1）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式和程序

（2）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步骤和方法

（3）不起诉的程序

（二）审判程序

1.识记

（1）合议庭的组成

（2）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

（3）两审终审制

（4）上诉不加刑原则

2.理解

（1）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特点

（2）第二审案件的审理方式

（3）死刑复核程序的特点

3.应用

（1）公诉案件第一审法庭审判主要程序

（2）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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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行程序

1.识记

（1）各种执行程序的执行机关

（2）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

2.理解

（1）管制、缓刑裁判的执行

（2）人民检察院对执行刑罚的监督

3.应用

各种执行程序的执行机关的分析和判断

（四）特别程序

1.识记

（1）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2）当事人和解程序的适用条件

2.理解

（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2）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条件

3.应用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Ⅱ.考试形式与题型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占

15分，宪法占 15分，民法占 40分，刑法占 40分，民事诉讼法占 20分，

刑事诉讼法占 20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二、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从以下类型中选择：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简

答题、材料分析题（案例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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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参考书目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编写组:《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 9月版。

二、宪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 5 次修正案

2.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编写组》：《宪

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版。

三、民法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法学编写组》：《民

法学（第二版）》（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 8 月版。

四、刑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新修正）

2.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法学编写组》：《刑

法学》（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

五、民事诉讼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 修正版）

2.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事诉讼法学编写

组》：《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 8月版。

六、刑事诉讼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公布施行）

2.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事诉讼法学》编写

组：《刑事诉讼法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 8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