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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的渊源、效力与分类

【章节提要】

本章知识在法理学整个范围中较少，但是重点突出。考生应着重掌握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并会在选择题中对

法律的不同分类进行快速的鉴别。对于法律的分类，在选择题的考查中也会有所涉及，在学习中要认真识记每种分

类的划分标准。西方两大法系的特殊分类的学习要和之前法系部分的知识相互串联，以构建起完整的知识框架。

一、单项选择题

1.以下列举的法律渊源属于非法定渊源的是（ ）

A.判例 B.制定法

C.成文法 D.国际条约

2.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就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确定其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是我国法律渊源中的（ ）

A.法律 B.国际条约

C.国际惯例 D.国际法

3.按照法律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法律可以分为（ ）

A.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B.实体法和程序法

C.根本法和普通法 D.国内法和国际法

4.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最早是由（ ）提出的

A.马克思 B.黑格尔

C.乌尔比安 D.奥古斯丁

5.关于法律渊源，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渊源和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

B.法的实质渊源是指法的真正来源，是法产生的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物质生活条件

C.法的形式渊源指法的创制方式和表达形式

D.不同的法律渊源效力不存在差别

6.下列选项中，属于我国正式的法律渊源的是（ ）

A.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B.延边地区少数民族的交易习惯

C.某县发布的关于当地疾病防控的管理办法

D.国际条约

7.下列关于公法和私法的表述，错误的是（ ）

A.公法和私法的分类源于古罗马法

B.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英美法系的传统

C.在当代，公法和私法的界限日益模糊

D.私法主要调整国家的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

8.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有权制定基本法律的国家机关是（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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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列选项中不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渊源的组成部分的是（ ）

A.《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B.《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C.《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D.《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0.我国××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省食品卫生管理条例》。对此，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该法规性质上属于行政法部门

B.该法规制定后，不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C.该法规虽在该省范围内适用，但仍具有效力上的普遍性

D.该法规属于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该省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可直接适用

11.在我国北方航空航班上，美国人艾里巴巴和同行的阿拉伯商人麦克有仇，在其水中投入足够量的有毒物质，

导致麦克在飞机降落在米兰机场后身亡。关于这起案件，倘若适用我国的法律，依据是（ ）

A.属人主义 B.属地主义

C.保护主义 D.普遍管辖

12.关于法律的时间效力，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法的溯及力是指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研究新的法律颁布后，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

B.我国法律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也存在例外

C.法律效力的终止是指通过明令废止或默示废止的形式而终止某一法律的效力

D.法律的生效时间即指法律制定的时间

13.以默示方式终止法律效力适用的原则是（ ）

A.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B.新法优于旧法

C.国际法优于国内法

D.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14.我国《刑法》第 6 条第 2 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该法条

体现了法的效力的（ ）原则

A.属地主义 B.属人主义

D.折中主义 D.保护主义

15.我国法律在对人的效力方面，采用的原则是（ ）

A.以属地主义为主，以属人主义为补充

B.以属人主义为主，以属地主义为补充

C.以保护主义为主，以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为补充

D.以属地主义为主，以属人主义和保护主义为补充

16.1997 年 3 月 14 日公布、同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32 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

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以上条文，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该法律条文中的行为模式为“勿为”

B.该法律条文所载内容属于确定性规则

C.1997 年 3 月 14 日以后发生的故意杀人案，应当依此条文裁判

D.该法律条文中刑罚的排序意在对故意杀人行为依法优先适用较重刑罚

17.关于法的渊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不成文法没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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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渊源

C.判例法是我国正式法律渊源之一

D.国际条约不属于法的正式渊源

18.下列关于法的渊源，表述错误的是（ ）

A.习惯法指经有权的国家机关以一定方式认可，赋予其法律规范效力的习惯和惯例

B.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判例法也是重要的正式渊源

C.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渊源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发布的具有规范性内容的决定和决议，也属于法律渊源

19.下列关于法的效力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折中主义指以属人主义为主，与属地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B.凡是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只能在制定机关所管辖的范围内生效

C.我国法律对人的效力采用属地主义

D.我国现行刑法采用“从新兼从轻”的原则

20.关于法的分类，下列说的是（ ）

A.判例法是不成文法的主要形式之一

B.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适用公法与私法的分类

C.刑事诉讼法属于公法

D.公法与私法的分类源于古罗马法

21.下列关于“公法”和“私法”的论述，正确的是（ ）

A.公法是调整国家与普通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私法主要是调整国家的公民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

B.反垄断法属于公法，民事诉讼法属于私法

C.公法和私法是普通法法系国家的基本法律分类

D.公法和私法的分类源于古罗马法学家哈耶克

22.我国某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该省的《食品卫生条例》，关于该地方性法规，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A.该法属于公法

B.《食品卫生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当地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不可直接适用

C.该法规的具体应用问题，应由该省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

D.该法只能在该省范围内适用，不具有普遍性

二、多项选择题

1.以下属于法的正式渊源的是（ ）

A.制定法 B.判例法

C.公共政策 D.学说

2.以下列举的法律，属于特别法的是（ ）

A.民族区域自治法 B.戒严法

C.教师法 D.警察法

3.下列关于两大法系的特殊法律分类，说法正确的是（ ）

A.两大法系根据其历史传统的不同将法律分别区分为公法和私法、普通法和衡平法

B.普通法和衡平法是大陆法系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

C.普通法专指英国在 11 世纪后由法官通过判决形式逐渐形成的适用于全英格兰的一种判例法

D.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分类也适用普通法和衡平法

4.下列属于我国法的正式法律渊源的是（ ）



天任考研

4

A.《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B.河北省人大出台的《河北省种子法》

C.《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D.安徽省政府出台的《卫生防疫管理章程》

5.以下关于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规定，不正确的是（ ）

A.是按照法律规定内容的不同进行的分类

B.不成文法就是习惯法

C.不成文法不能构成国家正式的法律渊源

D.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但是也存在不成文法

6.关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一般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

B.有的案例属于规范性司法解释的一种

C.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D.是一种解释例，而不是造法例

7.关于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习惯法是不成文法的一种形式

B.判例是成文法的一种形式

C.不成文法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

D.成文法是国家立法机关创制的法

8.在实际的司法审判过程中，当规范性法律文件在某个问题上的规定发生冲突时，法官可以（ ）进行审判

A.依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B.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C.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

D.按照溯及既往的原则，适用旧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8 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

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关

于该条文，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规定的是法的溯及力

B.规定的是法对人的效力

C.体现的是保护主义原则

D.体现的是属人主义原则

10.下列法律属于公法的是（ ）

A.宪法 B.刑法

C.行政法 D.民法

三、简答题

1.简述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

2.简述法的效力等级的一般原则。

【第五章习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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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答案】 A

【解析】 间接渊源又称非正式意义上的渊源或非法定渊源，如习惯、判例、宗教规则、法律学说、道德原则

等。A选项正确。

2.【参考答案】 B

【解析】 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就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确定其相互

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B选项正确。

3.【参考答案】 D

【解析】 国内法和国际法是按照法律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而作的分类。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是以法律

创制方式和表达形式的不同为标准对法律进行的分类。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以法律规定内容的不同为标准对法律进行

的分类。根本法和普通法是根据法律的地位、效力、内容和制定主体、程序的不同而对法律进行的分类。此外，按

照法律适用范围的不同，法律还可以分为一般法和特别法。D选项正确。

4.【参考答案】 C

【解析】 公法和私法的分类源于古罗马法，它是在民法法系中适用的一种法律分类，最早由古罗马法学家乌

尔比安提出，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C选项正确。

5.【参考答案】 D

【解析】 某一行为规则之所以被认为具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就是因为它是以特定方式创制出来的，具有特定

的表现形式。因此，不同种类的法律规范因其创制主体、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本题

选 D。

6.【参考答案】 D

【解析】 我国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法律、军事法规和规章以及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D 选

项正确。某县制定的法律文件不属于规章。C选项错误。判例和习惯都不是我国正式法律渊源。AB 选项错误。故本

题选 D。

7.【参考答案】 B

【解析】 公法和私法的分类源于古罗马法，它是在民法法系中适用的一种法律分类，而不是英美法系的传统。

故 A 选项正确，B 选项错误。现代西方法学著作认为，公法主要是指调整国家与普通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私法主

要是调整国家的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当代，公法和私法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兼具公法和私法特征的法律，

如经济法。本题选 B。

8.【参考答案】 A

【解析】 在我国，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因此，本题选 A。

9.【参考答案】 D

【解析】 D 选项属于司法解释，不是我国法律渊源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行政规章、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本题选 D。

10.【参考答案】 B

【解析】 《立法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地方性法规，它在制定后应该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B选项错误。A 选项“行政法部门”是法律体系的分类。行政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

是规范和调整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的总称，是由众多的单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的，

食品安全与卫生管理的规定属于行政法部门。A 选项正确。该法规作为地方性法规，在该省范围内普遍适用，仍具

有效力上的普遍约束力。C 选项正确。该法规属于我国法律的正式法律渊源，作为地方性法规当然可以被省法院所

适用。D 选项正确。

11.【参考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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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中国法律对外国公民的适用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的适用问题；二是对中国

境外的外国公民的适用问题。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般适用中国法律。中国法律既保护他们

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又依法处理其违法问题。若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外对中国国家或中国公民犯罪，按中国刑法规定

的最低刑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中国刑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刑法不构成犯罪的除外。在本题中，美国

人的犯罪行为实施在中国的飞机上，按照属地主义的原则，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而适用我国法律的依据是属地

主义。B 选项正确。

12.【参考答案】 D

【解析】 法律的生效是指法从何时开始起发生法律效力。法律生效的时间主要有三种形式：自法律颁布之日

起生效；由法律规定具体的生效时间；规定法律公布后符合一定条件时生效。D 选项仅仅指出了法律的一种生效时

间。本题选 D。

13.【参考答案】 B

【解析】 法律效力的终止是指通过明令废止或默示废止的形式而终止某一法律的效力。我国法律终止效力的

形式有明示废止和默示废止。明示废止是指在新法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明文规定废止旧法。默示废止是指在适用法律

上出现新法和旧法冲突时，适用新法而使旧法在事实上废止。B 选项正确。

14.【参考答案】 A

【解析】 我国的船舶和航空器属于我国的领土（船旗国主义），按照属地主义原则，在其上发生的法律争端应

该适用我国的法律。A 选项正确。

15.【参考答案】 D

【解析】 我国法律对人的效力遵循以属地主义为主、以属人主义和保护主义为补充的原则。此题为送分题，

不再详细分析，望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对知识点进行熟练掌握。本题选 D。

16.【参考答案】 C

【解析】 《刑法》于 1997 年 10 月 1 日开始施行，因此 10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故意杀人案应当依此条文裁判。

法律的生效时间，未规定的按照法律的公布日期为生效日期，法律明文规定生效时间的，按照规定，即本法生效时

间为 10 月 1 日而非 3 月 14 日。因此 C选项错误，应选 C。

17.【参考答案】 B

【解析】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渊源。B选项正确。有些不成文法也是法的渊源，

具有法律效力，比如国际惯例。A 选项错误。判例法不属于我国正式的法律渊源。C 选项错误。国际条约属于法的

正式渊源。D 选项错误。

18.【参考答案】 B

【解析】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判例一般不是正式渊源，或仅是非正式渊源，制定法是法律的主要渊源；而在

普通法法系国家中，除制定法外，判例法也是重要的正式渊源。B选项错误。

19.【参考答案】 B

【解析】 折中主义，即以属地主义为主，与属人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的原则，A 选项错误。我国法律对人的

效力采取折中主义，C 选项错误。我国现行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D 选项错误。

20.【参考答案】 B

【解析】 普通法与衡平法是普通法法系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属于普通法法系，适用普

通法与衡平法的分类。B选项错误。

21.【参考答案】 A

【解析】 公法主要是调整国家与普通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私法主要是调整国家的公民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

A 选项正确。程序法属于公法，B 选项错误。公法和私法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基本法律分类，普通法和衡平法是普通

法法系国家的基本法律分类，C 选项错误。公法和私法的分类源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D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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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考答案】 A

【解析】 《食品卫生条例》主要是关于行政机关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内容，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

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是公法。A选项正确。该法规属于地方性法规，是正式渊源，当地法院可以在审判中直接

引用，B 选项错误。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C

选项错误。法的普遍性是指法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它通常包括两重含义：（1）在一国主权范围内，法具有普遍效

力，所有人都要遵守；（2）法律对同样的事和人同样适用，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食品卫生条例》尽管有特定

的适用范围，但在该特定范围内，法具有普遍效力身所有人都要遵守。D 选项错误。

二、多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B

【解析】 法的正式渊源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的正式渊源通常包括

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和国际条约等。公共政策和学说属于法的非正式渊源。

2.【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一般法和特别法是按照法律适用范围的不同对法律所作的分类。一般法指针对一般的人和事在不特

别限定的地区和时间内普遍适用的法律；特别法是指针对特定人、特定事或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内适用的法律。民

族区域自治法是适用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戒严法是适用于特定时间内的法律，教师法和警察法都是适用于

特定人群的法律，都属于特别法。本题选 ABCD。

3.【参考答案】 ACD

【解析】 普通法和衡平法是普通法系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这里的普通法，不同于法律一般分类中普通法的

概念，而是专指英国在 11 世纪后由法官通过判决形式逐渐形成的适用于全英格兰的一种判例法；而衡平法是指英

国在 14 世纪后对普通法的修正和补充而出现的一种判例法。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也适用这种分类。因此，

本题选 ACD。

4.【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我国的法律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规范性文件、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A选项为

自治条例，B 选项为地方性法规，C 选项属于国际公约，D选项为地方政府规章，都属于我国法的正式渊源范畴，因

此都入选。

5.【参考答案】 ABC

【解析】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是以法律创制方式和表达形式的不同来对法律进行的分类。A选项错误。成文法是

指由国家特定机关制定和公布，并以成文形式出现的法律，因此又称作制定法。不成文法是指由国家认可其法律效

力，但又不具有成文形式的法，一般指习惯法。不成文法还包括同制定法相对应的判例法，即由法院通过判决所确

定的判例和先例，它是不以条文的形式出现的法律，因此也是不成文法的主要形式之一。B 选项错误。不成文法也

可以构成国家正式的法律渊源，如国际惯例、习惯法、判例法。C选项错误。本题选 ABC。

6.【参考答案】 BCD

【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批准，但一般是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而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A 选项错误。根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

例时应当参照。C 选项正确。BD 选项表述也正确。本题选 BCD。

7.【参考答案】 AD

【解析】 成文法是指由国家特定机关制定和公布，并以成文形式出现的法律，又称制定法。D选项正确。不成

文法是指由国家认可其法律效力，但又不具有成文形式的法。习惯法和判例法都是不成文法的表现形式。所以 A 选

项正确，B选项错误。不成文法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C 选项错误。因此选 AD。

8.【参考答案】 ABC



天任考研

8

【解析】 当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适用中发生冲突时，可以考虑的原则是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

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我国法律在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在刑法中有从旧兼轻的例外。综上所述，本题应选 ABC。

9.【参考答案】 BC

【解析】 法的溯及力是指新法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是否适用，如果新法可以适用，则法具有溯及力；如果新

法不能适用于其生效以前的行为，则该法不具有溯及力。现代社会强调法律不溯及既往，除非适用新法对当事人有

利。A 选项错误。法的溯及力属于法的时间效力的范畴，本条规定属于对人的效力问题，不涉及法的时间效力的问

题。因此，BC 选项正确，D 选项错误。

10.【参考答案】 ABC

【解析】 现代西方法学著作认为，公法主要是指调整国家与普通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私法主要是调整国家

的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宪法、刑法、行政法属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本题选 ABC。

三、简答题

1.【参考答案】 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可以概括为以宪法为核心，以制定法为主。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有：

（1）宪法。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法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渊源。

（2）法律，专指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

（3）行政法规，专指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为实施宪法和法律而制定的有关国

家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4）地方性法规，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发布的

适用于本地区的规范性文件。

（5）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宪法、组织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

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6）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是根据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内施行的法律。

（7）行政规章。行政规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部门规章，即国务院所属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

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发布的规章。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

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规章。这种规章称为“地方政府规章”，

以区别于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

（8）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国际条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就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法律、文化等方

面的问题确定其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和先例，通常是不成

文的，最初被某些国家长期反复使用，后来为各国所接受并承认其法律的效力，并成为国际法的主要来源之一。

2.【参考答案】 法的效力层次是指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一般而言，法的效力层次可以概括

为以下几点：

（1）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层次决定于其制定主体的法律地位，行政法规的效

力高于地方性法规。

（2）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指在同一位阶的法律之间，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即同一事项，两种法律都有规定的，

特别法比一般法优先，优先适用特别法。

（3）新法优于旧法，即在同一位阶的法律之间，两者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样的，新颁布的法律优先适用。应

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新法优于旧法适用所针对的行为或事件，均是在这些法律生效期间所发生的，与后面法的

时间效力所提及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所针对的行为或事件发生的时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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