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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形考任务十 

一．填空题（每小题 5 分，共 25 分） 

１．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重典治乱世×礼刑

并用×加强法制宣传 

２．为防止臣下结党，最早设置奸党罪名的是 大诰 

３．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 

》。大清律例 

４．清朝惩罚异端思想，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形式是 

。文字狱 ５．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某些重要的商品实行专管的制

度称为 

。禁榷制度 二．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5 分，共 25 分）１．《大

明律》编修体例上的一大变化是（A）Ａ．篇目改为七篇 

Ｂ．名例律列于律首 Ｃ．律后附敕 

Ｄ．律疏结合 

２．为防止臣下结党，最早设置奸党罪名的是（C）Ａ．宋刑统 

Ｂ．北齐律 

Ｃ．大明律 

Ｄ．唐律疏议 ３．封建建行政法典之大成的法典是（B） 

Ａ．大清律例 

Ｂ．大清会典 

Ｃ．刑部现行则例 

Ｄ．学政全书 ４．清朝中央司法机关专掌复核的是（C） 

Ａ．刑部 

Ｂ．御史台 

Ｃ．大理寺 



Ｄ．检察院 

５．旧中国起草的第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法典是（）。《大

清民律草案》 三．多项选择题（每小题 5 分，共 25 分）１．《大清

新刑律》所规定的主刑有（ABCD）。Ａ．有期徒刑 

Ｂ．死刑 

Ｃ．无期徒刑 

Ｄ．拘役 ２．《大清民律草案》的亲属和继承两篇由（CD）共同

起草 Ａ．资政院 

Ｂ．谘议局 

Ｃ．修订法律馆 

Ｄ．理学馆 ３．《大清新刑律》中的从刑包括（BD）。 

Ａ．罚金 

Ｂ．褫夺公权 

Ｃ．剥夺政治权利 

Ｄ．没收 ４．《大清新刑律》从体例上分（CD）。Ａ．吏、户、

礼、兵、刑、工 

Ｂ．名例 Ｃ．分则Ｄ．总则 

５．清朝统治者认为立宪有三大利：（ABC）。 

Ａ．外患渐轻 

Ｂ．内乱可弥 Ｃ．皇位永固 

Ｄ．实现民主 四．简答题（共 25 分） 

１、领事裁判权。 

指凡是外国在中国的侨民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如他本国与中

国订有不平等条约，则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他本国的领事按照

他本国的法律裁判。最早开始于年的《五口通商章程》。 

2、简述清末《法院编制法》中规定的审级制度。 

按照《法院编制法》的规定，清末的司法审判机关划分为，初级

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在司法审级上实行四级

三审制，即：向初级审判厅起诉的案件，不服，可上诉到地方审判厅

直至高等审判厅；向地方审判厅起诉的案件，不服，可上诉到高等审



判厅直至大理院。 

3、《钦定宪法大纲》。 

清末预备立宪的一部宪法性文件，光绪三十四年颁布，中国法制

史上首部近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大纲的内容基本抄自 1898 年日本

帝国宪法。共二十三条，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 

4、《十九信条》。 

清末预备立宪的一部宪法性文件。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制定和通

过。在体例与内容上不同于《钦定宪法大纲》。 

5、《大清民律草案》。 

《大清民律草案》是旧中国起草的第一部民法典，但由于清政府

很快被推翻而未颁布。共五编，分别是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

承。总则、债权、物权三编由日本法学家起草，采用资本主义的民法

原则。亲属和继承两编由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起草，沿袭中国封建

制法律的原则。 

6、《大清现行刑律》。 

沈家本根据《大清律例》删改而成《大清现行刑律》。它取消吏、

户、礼、兵、刑、工诸律目，把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纯

属民事的条款分出，不再科刑，以示民、刑有别。同时废除了凌迟等

酷刑，用罚金取代了笞刑和杖刑。它是一部在新刑律颁布以前的过渡

性法典。 

7、《大清新刑律》。 

沈家本主持制定《大清新刑律》，由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等起

草。它是旧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典，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和

原则。在体例上，分总则和分则两篇，刑名分主刑和从刑两种。在刑

法原则上，采取了资产阶级的“罪行法定”的原则。 

第二篇：最新国家开放大学电大《中国法制史》形考任务四试题及答

案 

最新国家开放大学电大《中国法制史》形考任务四试题及答案 

一、填空题 

题目 1 



礼制的原则是 亲亲 和 尊尊。 

题目 2 

春秋时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郡县制取代了 分封制。 

题目 3 

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铸 刑书 

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题目 4 

春秋时期邓析作 

竹刑，是郑国第二次公布成文法。 

题目 5 

春秋以前，奴隶主贵族不公布成文法的目的是“商有乱政,而作(竹

刑)”，威不测，则民畏上也。 

一、单项选择题 

题目 6 

晋国赵鞅公布成文法时遭到（）的反对。 

选择一项： 

A.孔子 

B.叔同 

C.商鞅 

D.子产 

题目 7 

子产是春秋时期（）的贵族。 

选择一项或多项： 

A.郑国 

B.晋国 

C.楚国 

D.魏国 

题目 8 

我国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人是春秋郑过得（）。 

选择一项： 



A.孔子 

B.叔向 

C.商鞅 

D.子产 

题目 9 

春秋时期最早公布成文法的是（）。 

选择一项： 

A.晋国 

B.郑国 

C.楚国 

D.齐国 

题目 10 

竹刑的作者是春秋郑国的（）。 

选择一项： 

A.邓析 

B.叔向 

C.商鞅 

D.子产 

三、多项选择题 

题目 11 

楚国在楚文王和楚庄王时两次指定法律，分别称作（）。 

选择一项或多项： 

A.仆区法 

B.刑书 

C.茆门法 

D.竹刑 

题目 12 

战国时期法制指导思想是（）。 

选择一项或多项： 

A.明德慎行 



B.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C.“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D.行刑，“重其轻者” 

题目 13 

商鞅两次变法的重点分别是（）。 

选择一项或多项： 

A.指定法经 

B.打击努力著贵族的政治势力 

C.善平籴 

D.废除奴隶制的土建制度 

题目 14 

郑国两次公布法律，公布者分别是（）。 

选择一项或多项： 

A.子产 

B.赵鞅 

C.商鞅 

D.邓析 

题目 15 

春秋时期基本特点是（）。 

选择一项或多项： 

A.井田制被破坏 

B.王权旁落 

C.宗法制松弛 

D.法制取代礼治 

四、简答题 

题目 16 

郑、晋两国公布成文法的措施及所引起的论争。 

答：（1）公布成文法的措施 

郑国公元前 536 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

法”，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公元前 501 年，郑国公布由邓析私



造并写在竹简上的竹刑。晋国曾制定“被庐之法’、”常法“，但未

公布于众。直至公元前 513 年，晋国将范宣子的刑书铸在鼎上，正式

公布成文法。 

（2）公布成文法所引起的论争郑国子产公布刑书时，遭到晋国以

叔向为代表的旧贵族的反对。晋国铸刑鼎，遭到孔丘的反对。叔向和

孔子都认为公布成文法，百姓就会引征法条为自己辩护，这样便破坏

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但他们的反对未能阻挡成文法公布的历史潮

流。 

题目 17 

公布成文法的意义。 

答：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

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反映了新兴地主

阶级的要求，为封建法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其锋芒仍然是指

向劳动人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统治。 

题目 18 

商鞅变法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答：第一次变法的重点是打击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势力。具体内容

是：整顿户籍，立连坐法防止隐匿坏人；奖励告奸；奖励农业生产；

奖励军功。 

第二次变法的重点是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具体内容是：重申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禁令；取消分封制，普遍建立

郡县制；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统一度量衡制度。 

通过变法改革，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得秦国国势日强，

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题目 19 

战国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 

答：（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不论是谁，只要

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刑，以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

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制定成文法，向百姓公布，使人人皆知法而又有法可依。否定“刑不

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重其轻者”--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处罚。 

题目 20 

《法经》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答：《法经》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法典，由战

国初期魏国的李悝制定。 

《法经》 

共有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其阶级本质是：锋芒指向劳

动人民，《法经》开宗明义规定盗、贼两篇，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

盗贼”，表明镇压盗贼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维护君主专制；

维护封建等级制。 

《法经》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法经》初步确

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和体系，是后世封建法典的蓝本； 

其次，《法经》对当时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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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最新国家开放大学电大《中国法制史》形考任务五试题及答案 

一、填空题 

题目 1 

公元前年秦朝颁布了“ 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在全国实行土

地私有制。 

题目 2 

秦始皇为了加强文化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统一人们的意识形态，

发动了“:焚书坑儒”事件。 

题目 3 

秦朝采用“ 法家 ”思想作为自己统治思想的基础。 

题目 4 

秦朝提出“法令由统一”，意思是说，全国不仅实施统一的法律，



而且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题目 5 

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后人评价“秋荼，而网密于 凝脂。” 

二、单项选择题 

题目 6 

秦朝关于案件的调查、勘验、审讯等程序的文件程式的法律形式

是（）。 

选择一项： 

A.令 

B.式 

C.法律答问 

D.廷行事 

题目 7 

秦朝的法廷成例叫做（）。 

选择一项或多项： 

A.成 B.廷行事 

C.式 

D.法律答问 

题目 8 

秦朝对官吏考课的内容是（）。 

选择一项： 

A.三重选官法 

B.五善五失 

C.盗徒封 

D.公室告 

题目 9 

在秦朝中央的三公中，掌管军事的是（）。 

选择一项： 

A.丞相 

B.太尉 



C.御史大夫 

D.奉常 

题目 10 

秦朝有一种将罪犯活着投入水中使其淹死的刑罚，是（）。 

选择一项： 

A.定杀 

B.醢 

C.枭首 

D.具五刑 

三、多项选择题 

题目 11 

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国家后，统一了（）。 

选择一项或多项： 

A.文字 

B.货币 

C.度量衡 

D.车轨 

题目 12 

秦朝立法指导思想包括（）。 

选择一项或多项： 

A.法令由一统 

B.事皆决于法 

C.以刑杀为威 

D.明德慎罚 

题目 13 

秦朝的“以刑杀为威”的意思是（）。 

选择一项或多项： 

A.法网严密 

B.滥施刑罚 

C.严刑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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