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法学基础”（科目代码 824 ）考试大纲

*说明：考生根据自己拟选择的研究方向在“法学基础”科目中选择一个考试方向的内容。

如：拟选择“经济法学”研究方向，则选考“经济法学”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经济法学（“经济法学”研究方向必考）

第一部分 经济法基础理论

第二部分 市场监管法 1、市场监管法的理论 2、竞争法律制度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

度 4、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5、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律制度 6、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 7、证券监

管法律制度 8、保险监管法律制度 9、期货监管法律制度

第三部分 宏观调控法 1、宏观调控法的理论 2、产业法律制度 3、国有资产管理法制度 4、

财政法律制度 5、税收法律制度 6、金融调控法律制度（1）金融调控法的理论（2）中央银

行法律制度（3）银行业金融机构法律制度（4）信托法律制度（5）涉外金融法律制度

第二部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方向必考）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二部分 环境资源法概述

第三部分 环境资源法学概述

第四部分 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

第五部分 环境资源的监督管理

第六部分 环境资源基本法律制度

第七部分 环境污染防治法

第八部分 自然资源法

第九部分 生态保护建设法

第十部分 环境资源行政责任

第十一部分 环境资源民事责任

第十二部分 环境资源刑事责任

第十三部分 国际环境法

第三部分：国际法学（“国际法学”研究方向必考）

第一部分 国际公法（马工程第三版，2022.9）

1、国际法的渊源（第二章）



2、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第三章）

3、国际海洋法（第十一章）

4、条约法（第十四章）

5、国际责任法（第十六章）

6、国际争端解决法（第十七章）

第二部分 国际经济法（马工程第二版，2019.1）

1、国际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一章）

2、国际货物买卖法 （第三、第四、第五章）

3、国际货物贸易管理法中的基本原则及例外（第六章第 1、3、6 节）

4、国际投资法 （第九、第十、第十一章）

第三部分 国际私法（国际私法学 李双元、欧福永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6版，

2022.6）

1、国际私法的历史（第二章第 2 节、第 3 节）、

2、冲突规范（第三章第 1-4 节、第 7 节）

3、准据法确定中的几个一般性问题（第四章）

4、涉外物权法律关系（第八章第 1、2节）

5、涉外债权法律关系（第十章、第十二章第 1 节）

6、国际民事诉讼（第十六章第 2 节、第 8 节）

7、国际商事仲裁（第十七章第 1-4 节）

第四部分：刑法学（“刑法学”研究方向必考）

第一部分 刑法概说

第二部分 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部分 刑法的效力范围

第四部分 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第五部分 犯罪客体

第六部分 犯罪客观方面

第七部分 犯罪主体

第八部分 犯罪主观方面

第九部分 正当行为

第十部分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十一部分 共同犯罪

第十二部分 罪数形态



第十三部分 刑事责任

第十四部分 刑罚概说

第十五部分 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第十六部分 刑罚的裁量

第十七部分 刑罚裁量制度

第十八部分 刑罚执行制度

第十九部分 刑罚的消灭

第二十部分 刑法各论概述

第二十一部分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十二部分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十三部分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二十四部分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二十五部分 侵犯财产罪

第二十六部分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二十七部分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二十八部分 贪污贿赂罪

第二十九部分 渎职罪

第三十部分 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五部分：法学理论（“法学理论”研究方向必考）

第一部分 法学与法理学

1、 法学的概念和体系

2、 法理学研究的对象、地位及与法哲学的关系

3、 法理学的历史和学习方法

第二部分 法的定义、特征和本质

第三部分 法的形式、效力和分类

第四部分 法的要素

1、 法的要素概述

2、 法律概念

3、 法律规则

4、 法律原则

第五部分 法律体系



1、 法律体系概述

2、 法律体系的结构

3、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第六部分 法律关系

1、 法律关系概述与分类

2、 法律关系的主体

3、 法律关系的客体

4、 法律关系的内容

5、 法律关系的运动

第七部分 法律责任

1、 法律责任概述

2、 法律责任的归结与免除

3、 法律责任的实现

第八部分 法律程序

1、 法律程序概述

2、 正当法律程序

第九部分 法的起源与发展

1、 法的起源和法的历史类型

2、 法律继承、移植与法系

3、 法制现代化

第十部分 法治与法治国家

第十一部分 法的制定

1、 法的制定与立法概述

2、 立法原则

3、 立法体制

4、 立法阶段与立法程序

5、 法的整理



第十二部分 法的实施

1、 法的实施概述

2、 执法

3、 司法

4、 守法

第十三部分 法律监督

1、 法律监督概述

2、 法律监督的功能

3、 法律监督的体系

第十四部分 法律方法

1、 法律方法概述

2、 法律推理

3、 法律解释

4、 法律论证

第十五部分 法律文化

1、 法律文化概述

2、 法律文化的类型与传统

3、 法律意识

第十六部分 法的价值

1、 法的价值概述

2、 法的目的解释

第十七部分 法的作用

1、 法的作用含义与分类

2、 法的规范作用

3、 法的社会作用

4、 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第十八部分 法与社会

1、 法与经济

2、 法与政治

3、 法与道德

4、 法与科学技术

第六部分：民商法（“民商法”研究方向必考）

（一）民法部分

民法总则：1、民法的基本原则；2、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3、监护制度；4、宣

告失踪和宣告死亡；5、法人的基本制度；6、民事法律行为；7、代理；8、诉讼时效；9、

民事责任。

物权部分：1、物权的基本原则；2、不动产的登记制度；3、动产的交付制度；4、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5、共有制度；6、相邻制度；7、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8、用益物权制

度；9、担保物权制度；10、占有。

合同部分：1、合同的订立；2、合同的履行；3、合同的效力；4、合同的保全；5、合同的

变更和转让；6、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7、合同的责任；8、买卖合同；9、赠与合同；

10、借款合同；11、保证合同；12、租赁合同；13、保理合同；14、合伙合同；15、无因

管理；16、不当得利。

人格权部分：1、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2、姓名权和名称权；3、肖像权；4、名誉权

和荣誉权；5、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婚姻家庭部分：1、结婚制度；2、家庭关系；3、离婚制度；4、收养制度；

继承部分：1、法定继承；2、遗嘱继承和遗赠；3、遗产的处理

侵权责任部分：1、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2、损害赔偿的规定；3、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4、产品责任；5、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6、医疗损害责任；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

任；8、高度危险责任；9、饲养动物损害责任；10、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二）商法部分

公司法：1、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2、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规定；3、股份

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4、公司董监高人员的资格和义务；5、公司的合并、分立、

增资、减资；6、公司的解散和清算。

证券法：1、证券发行制度；2、证券交易制度；3、上市公司的收购制度；4、信息披露制

度；4、法律责任。

保险法：1、保险合同基本制度；2、人身保险合同；3、财产保险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