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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笔试法学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法学专业科目测查对象主要是报考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军队政法机关、军队

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及机关单位等文职人员岗位，从事审判、检察、政法纪检、教学科

研，以及与法律相关的管理等工作的考生。为便于考生了解掌握测查目的、测查内容

和相关要求，制定本考试大纲。

一、测查目的

主要测查招考岗位所要求的考生法学基本素养，考查考生对法学基础知识的掌握

程度，测查判断分析、逻辑推理、综合运用等思辨能力和应用能力。

二、考试方式和时限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

三、试卷分值和试题类型

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题类型为客观性试题。

四、测查内容

主要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学基础理论、国家根本法的主要内容、各部门法基

本规定和国际法律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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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习近平法治思想

主要考查考生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测查考生对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贯彻执行能力。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发展进

程；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色。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法

治思想是对党领导法治建设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引领法

治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旗帜。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

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

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四、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战略重要论述

依法治军战略的提出；依法治军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

持战斗力标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坚持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

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坚持依法和从严相统一；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坚持官兵主体地位；坚持贯彻全面依法治国要求。

第二篇 法学理论

主要考查考生对法学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测查考生运用法学原理判断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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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的本体

一、法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法的概念；法的特征；法的本质；法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二、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的含义；法的价值的种类；法的价值冲突及其解决。

三、法的要素

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适用；权利与义务。

四、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的概念；正式的法的渊源与非正式的法的渊源；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

正式的法的渊源的效力原则；当代中国法的非正式渊源。

五、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的含义；法的效力的根据；法的效力的范围。

六、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法律部门的含义和划分标准；法律体系的含义；中国特色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国

防法；兵役法；文职人员条例等。

七、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种类；法律关系主体的含义与种类；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

律关系的内容；法律关系客体的含义和种类；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法律事

实、法律事件与法律行为；法律事实的构成。

八、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概念；法律责任的竞合；归责与免责；法律制裁。

第二章 法的演进

一、法的起源与法的历史类型

法产生的过程和标志；法产生的一般规律；法的历史类型。

二、法的传统与法律文化

法的传统的含义；法律意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西方传统法律文化；法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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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的移植。

三、法系

法系的概念和标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两大法系的区别；中华法系。

四、法的现代化

法的现代化的标志；法的现代化的动力来源；法的现代化的类型；当代中国法治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特点；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方略与举措。

五、法治理论

法治的含义；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治与法制的关系。

第三章 法的运行

一、法律制定

立法和立法体制；立法原则；立法程序；立法技术。

二、法律执行

执法的含义、特点；执法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

三、法律适用

司法的含义、特点及其与执法的区别；司法原则；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要求。

四、法律遵守

守法的含义；守法的要求。

第四章 法与社会

一、法与经济

法与经济的一般关系；科技进步对法的影响；法对科技进步的作用。

二、法与政治

法与政治的一般关系；法与政策的联系与区别；法与国家的一般关系；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法与道德

法与道德的联系；法与道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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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与宗教

宗教对法的影响；法对宗教的影响。

第三篇 宪法

主要考查考生对我国宪法的掌握程度，测查考生综合运用宪法原理和具体规定判

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

一、宪法概述

宪法的含义与分类；宪法与法律的关系；宪法的基本特征；宪法的制定。

二、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近代意义宪法的产生；旧中国宪法的历史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产生与发

展；现行宪法的修正。

三、宪法的基本原则

党的领导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

四、宪法的渊源与结构

宪法的渊源；宪法典的结构。

五、宪法规范

宪法规范的概念；宪法规范的主要特点；宪法规范的分类。

六、宪法效力

宪法效力的概念；宪法效力的表现。

第二章 国家的基本制度（上）

一、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和性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

二、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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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公民合法私有财产。

三、国家的基本文化制度

文化制度的概念和特点；我国宪法关于基本文化制度的规定；我国宪法关于公民

道德教育的规定。

四、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的概念和特点；宪法与社会的关系；我国宪法关于基本社会制度的规定。

第三章 国家的基本制度（下）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权组织形式的概念和种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和特点。

二、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的概念；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选举机构；代表名额的分配；选举

程序；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选举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

三、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的原因；我国的行政区域

变更的法律程序。

四、国家标志

国家标志的内涵；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

权。

六、特别行政区制度

特别行政区的概念和特点；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

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七、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含义和特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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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概述

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概念；基本权利效力和限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意义；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特点。

二、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

权利；监督权和获得赔偿权。

三、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

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依法纳税；其他基本义务。

第五章 国家机构

一、国家机构概述

国家机构的概念和分类；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国家主席的性质和地位；国家主席的产生与职权；国家主席职位的补缺。

四、国务院

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国务院的组成和职权；国务院的领导体制；国务院所属机

构的性质、地位、领导体制及职权；审计机关。

五、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领导体制。

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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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

人大代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七、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监察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体制；

监察委员会与其他机关的关系。

八、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的组织与制度；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与制度；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公

安机关的关系；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的设置。

第六章 宪法的实施与监督

一、宪法实施概述

宪法实施的含义和主要特点；宪法的遵守；宪法的适用；宪法实施的保障。

二、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的机关；宪法解释的原则；宪法解释的方法；宪法解释的程序。

三、宪法修改

宪法修改的含义；宪法修改的方式；宪法修改的程序。

四、宪法监督

宪法监督的内容；宪法监督的体制；宪法监督的方式；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第四篇 实体法和程序法

主要考查考生对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实体法和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的掌握程度，

测查考生判断分析、逻辑推理的思辨能力以及综合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第一章 行政法

一、行政法概述

行政的概念；行政法的概念；行政法法律渊源的种类；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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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组织法

行政机关组织法的概念、基本原则；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职能的非政府组织；公务员制度的概念和基本原则；公务员的基本权利义务；

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制度。

三、行政行为法

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其他行政行为；

行政程序与政府信息公开。

四、行政救济法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行政补偿。

第二章 民法

一、民法概述

《民法典》的编纂历程；《民法典》的地位和基本结构；民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权利客体；民事责任。

二、民事主体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的住所与监护；宣告失踪与宣告

死亡；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法人的概念和特征；法人的能力；法人的法定

代表人和组织机构；法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非法人组织。

三、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特征和类型；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附

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未

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四、代理

代理的概念、类型和法律要件；代理权；无权代理。

五、诉讼时效与期间

诉讼时效；期间的含义、效力、性质及类型；期间的计算方法。

六、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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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的概念和特征；物权的效力；物权的类型；物权的变动；物权的保护；所有

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

七、合同

债的概念和特征；债的要素和分类；债的发生原因；合同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合同的订立和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保全与担保；合同的变更、转让和权利义务

终止；违约责任；移转财产权利合同；完成工作交付成果合同；提供劳务合同；技术

合同；保证合同、合伙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八、人格权

人格权的概念、特征和分类；人格权与身份权；人格权保护的一般规则；具体人

格权。

九、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结婚和离婚；家庭关系；收养；对军人婚姻家庭的保护。

十、继承

继承权的概念；继承权的取得、放弃、丧失和保护；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

遗产的管理、分割和债务清偿。

十一、侵权责任

侵权行为的概念和分类；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的基本构成要件；数人

侵权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免除和减轻事由；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特殊侵权责任。

十二、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的民事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其他知

识产权的类型、特点及保护。

第三章 刑法

一、刑法概述

刑法的概念、性质、任务和机能；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

二、犯罪

犯罪的概念和特征；犯罪构成；犯罪排除事由；犯罪未完成形态；共同犯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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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犯罪；罪数形态。

三、刑罚

刑罚的概念和种类；刑罚的目的；刑罚裁量；刑罚执行；刑罚消灭的事由；时效；

赦免。

四、罪刑各论

刑法分则的体系；刑法分则的条文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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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财产罪；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四章 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

一、民事诉讼法

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民事诉讼的特征；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属性；民事诉讼法

的效力；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诉；主管与管辖；诉讼参加人；民事证

据和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人民法院调解；民事诉讼保障制度；民事审判程序；审判监

督程序；公益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民事裁判；涉外民事诉讼程序；非讼程序；执

行程序。

二、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与

任务；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管辖；回避；辩护与代理；刑事证据；

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立案；侦查；起诉；刑事审判程序；死刑复

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执行；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缺席审判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三、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的概念和特征；行政诉讼法的概念；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管辖；行政诉讼参加人；行政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的特殊制度

与规则；行政案件的裁判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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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裁制度

仲裁的概念和特点；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关系；仲裁法的概念和特点；仲裁范围；

仲裁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协会；仲裁规则；仲裁协议；仲裁

程序；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仲裁裁决的执行与不予执行；涉外仲裁。

第五篇 国际法

主要考查考生对国际法律制度规范的掌握程度，测查考生逻辑分析、综合研判的

能力以及运用国际法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国际法概述

一、国际法基本问题

国际法的概念和特征；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

系；国际法在中国国内适用问题。

二、国际法主体

国际法主体的范围；国家的构成要素与类型；国家的基本权利；国家的管辖权与

国家主权豁免；国际法上的承认与继承；国际组织。

三、国际法上的个人

国籍；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引渡和庇护；国际人权法。

四、国家领土

领土和领土主权；领土的取得方式；边界和边境制度；两极地区的法律地位。

五、国际法律责任

国际法律责任的构成；不法性的排除；国际责任的主要形式；国际责任制度的新

发展。

六、条约法

条约的定义和特征；条约成立的实质要件；条约的缔结；条约的效力、适用和解

释；条约的修订和终止。

七、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与解决方法；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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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武装冲突法

一、武装冲突法概述

武装冲突法的历史演进；武装冲突法的基本内容；武装冲突法的特点；武装冲突

法的效力；武装冲突法的未来发展。

二、武力使用规则

禁止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自卫作战；民族独立或民族解放战

争；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或授权的军事行动。

三、作战行为规则

禁止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禁止背信弃义的行为；禁止使用生化武器和改变环境

的技术及作战方法；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特定常规武器；关于核武器的使用问题；对

平民的保护；对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的保护；对战俘的保护；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

难者的保护；对特定物体和地带的保护；封锁；捕获；海战的特殊规则；空战的特殊

规则。

四、中立规则

中立的表现形式；中立法的渊源和体系；中立法的主要内容。

五、战争犯罪惩治规则

战争犯罪的概念和种类；战争犯罪的国内惩治与国际惩治；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

第三章 其他相关国际法规

一、海洋法

内海及有关制度；领海及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群岛水域和国际海峡；

公海与国际海底区域。

二、国际航空法和外层空间法

领空及其界限问题；国际航空法体系；外层空间法律体系。

三、外交关系法和领事关系法

外交机关；外交特权与豁免；领事机构的建立及其职务；领事特权与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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