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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套图书具有全面、高效、实用的特点：
　　全面
知识覆盖全面、题型分析到位、答案解析明了，既有讲解又有练习，适合不了解考试要求和考试知识
点要求的考生全面复习，同时重点为多年没有参加过考试、不熟悉考试环境的考生定制了标准化模拟
试卷，以方便考生最后冲刺阶段模拟考试环境使用。
一本全、一套清，考生不用再东奔西走，选用其他资料。

　　高效
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既涉及公务员资格考试，又涉及教育入学考试，科目多、内容泛，许多考生无
法把握考试内容，从而效率低下。
本套书突出重点，讲练结合，注重实效，能帮助考生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

　　实用 本着紧扣考试大纲，贴近真实考试的宗旨，本套书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一套简洁、实用、够用
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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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刑法学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刑法概述
第二节　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刑法的效力范围
第二章　犯罪概念
第一节　犯罪的定义
第二节　犯罪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　犯罪构成
第一节　犯罪构成概述
第二节　犯罪客体
第三节　犯罪客观方面
第四节　犯罪主体
第五节　犯罪主观方面
第四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第一节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概述
第二节　犯罪既遂
第三节　犯罪预备
第四节　犯罪未遂
第五节　犯罪中止
第五章　共同犯罪
第一节　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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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量刑的概念和原则
第二节　量刑情节　
第三节　量刑制度
第十章　刑罚执行制度
第一节　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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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刑罚消灭制度
第一节　刑罚消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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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章　要求掌握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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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概述
第二节　本章　要求掌握的犯罪
第十六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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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章　要求掌握的犯罪
第十七章　侵犯财产罪
第一节　侵犯财产罪概述
第二节　本章　要求掌握的犯罪
第十八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概述
第二节　本章　要求掌握的犯罪
第十九章　贪污贿赂罪
第一节　贪污贿赂罪概述
第二节　本章　要求掌握的犯罪
第二十章　渎职罪
第一节　渎职罪概述
第二节　本章　要求掌握的犯罪
练习题
第二部分　民法学
第一章　导沦
第一节　民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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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第三节　民事权利
第四节　民事法律事实
第三章　公民(自然人)
第一节　公民概述
第二节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第二节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节　监护
第五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六节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七节　个人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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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人与其他组织
第一节　法人概述
第二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第二节　法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
第四节　其他组织
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概述
第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
第四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
第五节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六节　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第六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概述
第二节　代理的种类
第三节　代理权及其行使
第四节　无权代理
第五节　代理关系的终止
第七章　时效与期间
第一节　时效概述
第二节　诉讼时效
第二节　期间
第八章　物权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物权概述
第二节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物权的变动
第四节　物权的保护
第九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第二节　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
第二节　所有权的取得和消灭
第十章　共有
第一节　共有概述
第二节　按份共有
第三节　共同共有
第十一章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一节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述
第二节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第十二章　相邻关系
第一节　相邻关系
第二节　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
第三节　几种主要的相邻关系
第十三章　用益物权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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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地役权
第十四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第二节　抵押权
第三节　质权
第四节　留置权
第十五章　占有
第十六章　债权概述
第一节　债的概念和种类
第二节　债的发生、变更和消灭
第二节　不当得利
第四节　无因管理
第十七章　合同
第一节　合同概述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
第五节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六节　合同的担保
第七节　几类主要的合同
第十八章　人身权
第一节　人身权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人格权
第三节　身份权
第十九章　知识产权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述
第二节　几类主要的知识产权
第二十章　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一节　婚姻家庭法概述
第二节　婚姻的成立、效力和终止
第二节　其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第四节　继承法概述
第五节　法定继承
第六节　遗嘱继承
第七节　遗产的处理
第二十一章　民事责任
第节　民事责任概述
第二节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三节　民事责任的分类
第四节　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
练习题
下编　综合课
第一部分　法理学
第一章　绪沦
第一节　法学
第二节　法理学
第二章　法的本质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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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法、法律的含义
第二节　法的本质
第二节　法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　法的起源与演进
第一节　法的起源
第二节　法的演进
第四章　法的作用
第一节　法的作用的含义
第二节　法的规范作用
第二节　法的社会作田
第四节　当代中国法律在建构和谐社会中 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节　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第五章　法律制定
第一节　法律制定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制定的原则
第三节　法律制定的程序
第四节　法律效力
第六章　法律体系
第一节　法律体系与法律部门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第七章　法律要素
第一节　法律规则
第二节　法律原则
第三节　法律概念
第八章　法律渊源与法律分类
第一节　法律渊源
第二节　法律分类
第九章　法律实施
第一节　法律实施与法律实现
第二节　执法
第二节　司法
第四节　守法
第五节　法律监督
第十章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第一节　法律解释
第二节　法律推理
第十一章　法律关系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含义与分类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第一节　法律责任
第二节　法律制裁
第十二章　法治
第一节　法治的含义
第二节　法治与民主
第三节　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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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十四章　法与社会
第一节　法与经济
第二节　法与政治
第三节　法与文化
练习题
第二部分　中国宪法学
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　宪法概述
第二节　宪法的产生和历史发展
第三节　宪法原则和宪法分类
第四节　宪法规范和宪法作用
第二章　宪法的制定、实施和保障
第一节　宪法制定
第二节　宪法实施
第三节　宪法实施的保障
第三章　国家基本制度
第一节　国家性质
第二节　政权组织形式
第三节　选举制度
第四节　政党制度
第五节　国家结构形式
第四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概述
第二节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
第五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四节　国务院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六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七节　地方国家机关
练习题
第三部分　中国法制史
第一章　夏商西周春秋法律制度
第一节　夏商法律制度
第二节　西周法律制度
第三节　春秋法律制度
第二章　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第一节　战国法律制度
第二节　秦朝法律制度
第三节　汉朝法律制度
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第三章　隋唐宋法律制度
第一节　隋朝法律制度
第二节　唐朝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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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宋朝法律制度
第四章　元明清法律制度
第一节　元朝法律制度
第二节　明朝法律制度
第三节　清朝法律制度
第五章　清末、中华民国法律制度
第一节　清末法律制度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法律制度
第三节　北洋政府法律制度
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
第六章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第一节　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
第二节　抗日民主政权法律制度
第三节　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法律制度
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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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刑法概述一、刑法的概念(一)刑法的定义刑法的形式定义是规定犯罪、刑
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刑法的实质定义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以国家的名义规定什么行为是
犯罪并应科以什么样的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刑法的形式刑法在形式上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
狭义刑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
广义刑法是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切形式的法律规范，其中包括刑法典，同时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
刑法的形式。
单行刑法是针对某种或某几种犯罪和刑罚单独制定的专项刑事法律。
附属刑法是指非刑事法律中的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规定。
(三)刑法的特征1．刑法在保护的利益与调整的对象上其范围比其他法律部门广泛刑法所调整的是由犯
罪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保护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安全利益、社会的公共安全利益、法人和自然人
的经济利益、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社会的管理秩序等，范围极其广泛。
其他法律所保护的只是特定的社会利益，调整的是某一方面特定的社会关系，范围较窄。
2．刑法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的方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的方法同一切犯罪行为
作斗争，对违反刑法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法律则各有自己的任务以及实现其任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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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教育入学考试:专业综合考试专用教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专用)》是
最新版全国政法干警招录专用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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