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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    

08 年考研命题趋势 

一、准备要领 

  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法学院更是许多考研学子心目中的崇高理想。北京大学法

学硕士的考题之难，考科涉及范围之广，往往让很多考生不敢轻易尝试。除了信心因素之外，准备得

充分与否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外语和政治之外，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的专业课方面，考生不分报考专业，一律须通过覆盖 10

个考试科目的两门考试，两门考试分别以综合 A 卷和综合 B 卷来测验，满分各为 150 分。其中，综

合 A 卷考试内容包括：宪法（20 分）与行政法学（30 分）、刑法（40 分）、刑事诉讼法（30 分）、

国际公法（30 分）。综合 B 卷考试内容包括：法理学（20 分）、民法（45 分）、民事诉讼法（30 分）、

经济法（30 分）、国际经济法（25 分）。以上各科目后面括号内所示分值为 2005 年至 2007 年这三

年来的命题表现。报名时不填报专业，获得复试资格后再填报专业，复试阶段进行专业课笔试和综合

面试，参加复试比例为 150%至 200%之间。 

  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尤其像是北大法学院这种一次考 10 门课的，简直就是在

参加铁人赛，考生必须十项全能才行，因此，掌握一本适合的参考书目就非常重要了。在此提供准备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入学考试的基础参考书单如下： 

考科 参考书目与作者 

宪法学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周叶中：《宪法学》；王磊：《宪法的司法化》；王磊：《比

较宪法》。 

行政法学 姜明安：《行政法学》。 

刑法学 杨春洗、杨敦先：《刑法学》；陈兴良的教材与论文。 

刑事诉讼法学 汪建成：《刑事诉讼法学》。 

国际法学 白桂梅：《国际公法》。 

法理学 周旺生：《法理学》；沈宗灵：《法理学》。 

民法学 魏振瀛：《民法》。 

民事诉讼法学 潘剑锋：《民事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张守文、肖江平：《经济法学》；张守文：《经济法的理论与重构》；甘培忠：《企

业公司法》；刘剑文的教材与论文。 

国际经济法学 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冯大同：《国际贸易法》；王慧：《国际私法》。 

以上书目大多属于教材性质，先把它们融会贯通以后，接着开始重点阅读北京大学法学院各专业

著名教授们的近三年期刊论文，以掌握最新的命题重点与趋势。由于北大法学院的学科专业十分齐全，

师资阵容也很完整，拥有傲视全国的九大法学专业板块，其中，法学理论、经济法学、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刑法学是全国重点学科，因此，需要确实掌握的信息量也就相对庞大许多。法理学方面的巩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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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朱苏力与周旺生，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面的姜明安、湛中乐与王磊，刑法学方面的刘守芬、陈兴

良、郭自力、王世洲与白建军，民法学方面的刘凯湘、钱明星、尹田与魏振瀛，诉讼法学方面的潘剑

锋、陈瑞华与汪建成，经济法学方面的刘剑文、甘培忠、张守文与刘燕，国际法学方面的饶戈平、白

桂梅、龚刃韧、李红云与邵景春等著名师资的著作，绝对是考生准备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入学考试时一

定要密切注意的。 

  通常，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辅导班，更可以有效地节省很多宝贵的复习时间。因此，尤其适合法

学基础实力比较差或者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弱的考生，进行突击复习，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备考方式。 

二、命题趋势 

  综观近年来的真题，我们可以总结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入学考试的命题，已经出现 4 大趋势如下： 

（一）题目更显灵活，案例题增加，死背题减少； 

（二）命题切合时事，掌握社会脉动，不翻炒旧货； 

（三）重要教授的特殊见解与研究重点一再出现，例如关于判例法适用中国与否的讨论； 

（四）讲究通盘理解，各科慢慢都有横跨章节考题的出现。 

三、答题技巧 

  很多同学空有满腹知识，但由于答题技巧欠佳，导致于答卷时无法有效发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情。常见的答题缺陷包括以下 4 点： 

（一）层次不明：把所有的答题内容写成一大段，所有的答题重点都分散在段落内，徒增阅卷

老师的困扰； 

（二）逻辑欠佳：答题的时候不知道要如何有条不紊地铺陈自己的见解，缺乏法学方法的训练。 

（三）字迹太丑：这个就真的是个人因素了，我只能建议，平常的时候就多练练字吧！尤其现

代人一天到晚接触电脑，写字机会变少了，更要抽出时间适应一下写字的感觉才行。 

（四）诚意缺乏：通常，答题内容的字数差不多与分值成正比关系，面对同样的题目，如果分

值低就该长话短说，如果分值高就该小题大作。 

  以上 4 点都是常见的答题缺陷，面对这些缺陷，以下提出改善的方案。 

  一般来说，分值与答题点很可能具有正相关。一个 15 分的小题，可能有 5 个答题点，也可能有 3

个答题点，这样可以方便阅卷老师批改试卷，计算得分。所以，一个 12 分的小题，比较不可能出现 5

个或 7 个答题点，因为将会给批改试卷的时候带来麻烦。 

  因此，如果是问答题，切记要分点答题，一个答题点自成一段，层次井然，赏心悦目。最好每一

小段前面加个序号（一、二、三……），要是每一小段还能提炼一个简短标题出来那就更清楚不过了。 

  至于，如果是案例题的话，更要注意逻辑体系，善用法律推理的三段论法： 

大前提──法律规范（T）。 

小前提──具体的案件事实（S）。  

涵摄（Subsumtion）──根据逻辑三段论推导出结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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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杀人者应判处死刑（T）→A 杀死 B（S）→A 应判处死刑（R）。所以，在案例题的答题

上，至少应该分成这 3 个层次来说明，这样的话必定比写成一大团清楚多了。 

四、近三年真题考点分值分布统计表 

科目：宪法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宪法基本理

论 

宪法的概念    

宪法的历史发展    

宪法的基本原则    

宪法的作用    

宪法的渊源与 

宪法的结构 
   

宪法规范    

宪法关系    

宪法与宪政    

国家的基本

制度(上)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的基本文化制度    

国家的基本

制度(下) 

政权组织形式    

选举制度 10   

国家结构形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特别行政区制度    

公民的基本

权利与义务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概述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10 10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的主要特点 
   

国家机构 

国家机构概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    

地方国家机构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   20 

宪法的实施

及其保障 

宪法实施概述    

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宪法的解释    

宪法的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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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配分 20 20 20 

科目：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概述 20 20 15 

行政组织与国家公务员    

抽象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

为 

概述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合同    

政府采购    

行政程序    

行政应急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概述    

受案范围与管辖 10 10 15 

参加人    

行政诉讼程序    

特殊制度与规则    

行政案件的裁判与执行    

国家赔偿 

概述    

行政赔偿    

司法赔偿    

赔偿方式、标准和费用    

总计配分 30 30 30 

科目：国际法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导 论    

国际法主体 15 15 15 

国际法律责任  15  

国际法上的空间划分    

国际法上的个人    

外交关系法与领事关系法    

条约法 15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15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总计配分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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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国际经济法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导 论    

国际货物买卖 15  25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国际贸易支付    

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 10 15  

国际经济法领域的 

其它法律制度 
 10  

总计配分 25 25 25 

科目：刑事诉讼法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基础理论及原则    

刑诉主体  10 12 

管辖与回避    

辩护与代理    

刑事证据  20  

强制措施   18 

附带民事诉讼    

期间、送达    

立案    

侦 查 15   

起 诉    

刑事审判 

概述    

第一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 15   

执行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    

总计配分 30 30 30 

科目：刑法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基础理论    

犯罪 概论与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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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 15 10  

单位犯罪    

罪数    

刑罚 

概说与体系    

裁量   10 

执行与消灭    

刑法分则 

罪刑各论概说    

危害国家安全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罪 
 30 20 

侵犯财产罪 25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10 

危害国防利益罪    

贪污贿赂罪    

渎职罪    

军人违反职责罪    

总计配分 40 40 40 

 

科目：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基础理论    

诉讼主体    

诉讼管辖  15  

证据与证明 15  10 

妨害民事诉讼的 

强制措施 
   

诉讼费用    

程序 

普通程序  15 20 

特别程序    

保障程序 15   

涉外程序    

判决、裁定、决定    

期间、送达    

仲裁 

仲裁概述    

仲裁协议    

仲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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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仲裁    

总计配分 30 30 30 

科目：民法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总则 

民法概述 20  10 

自然人    

法人    

物与有价证券    

民事行为与 

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  15  

诉讼时效与期限    

物权 

物权概述 15   

所有权   15 

共有    

用益物权    

担保物权  15  

占有    

债 

债的概述    

债的履行 10   

债的保全和担保    

债的移转和消灭    

合同概述    

合同的订立   5 

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15 

合同的责任    

转移财产权利的合同  15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提供劳务的合同    

技术合同    

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侵 权 行 为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概述    

著作权    

专利权    

商 标 权    

亲属继承 

婚姻、家庭    

继 承    

人 身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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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配分 45 45 45 

科目：法理学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法的本体 

法的概念    

法的价值    

法的要素    

法的渊源与分类    

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法的效力    

法律关系    

法律责任    

法的运行 

立法   20 

执法与司法 20 10  

守法与违法    

法律监督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法的演进 

法的起源    

法的历史发展    

法的传统    

法的现代化    

法治理论    

法与社会 

法与社会的—般理论    

法与经济    

法与政治  10  

法与道德    

法与宗教    

法与人权    

总计占分 20 20 20 

科目：经济法 

章节单元 2005 年占分 2006 年占分 2007 年占分 

基础原理  15 10 

公司法 15  10 

竞争法  15  

消费者法    

银行业法    

证 券 法    

财税法 15  10 

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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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和房地产法    

环境保护法    

总计配分 30 30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