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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元明清法律制度

【章节提要】

元明清的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的考核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本部分出现的成文法典数量较多。考生需要对每部

法典在教材中涉及的知识全部予以掌握；与此同时，也要树立时间意识，正确地界定好法典和朝代的对应关系，以

便于选择题的作答。

一、单项选择题

1.蒙古政权的第一次汉化的立法是（ ）

A.《条画五章》 B.《新立条格》

C.《至元新格》 D.《大元通制》

2.元朝统一中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是（ ）

A.《条画五章》 B.《大扎撒》

C.《至元新格》 D.《元典章》

3.元朝地方官员对世祖以来约五十年间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圣旨条例进行汇编的法律是（ ）

A.《大扎撒》 B.《至元新格》

C.《大元通制》 D.《元典章》

4.元朝罪名体系最为显著的变化是（ ）罪名的确立

A.强奸罪 B.奸淫幼女罪

C.强奸幼女罪 D.拐卖幼女罪

5.在元朝，对“幼女”年龄，界定在（ ）

A.16 岁以下 B.14 岁以下

C.18 岁以下 D.10 岁以下

6.下列关于元朝婚姻与继承制度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元朝在婚姻方面仍保持着某些蒙古族原有的传统，不强求划一

B.元朝建立婚姻关系必须订立婚书

C.关于婚姻的限制和解除，元朝基本上沿用唐宋旧法，但不似唐宋那样严格

D.在继承方面，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依照元朝法律，不允许变通本俗法

7.在元朝，取代隋唐三省的是（ ）

A.中书省 B.门下省

C.尚书省 D.刑部

8.为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御制（ ）

A.《大明律》 B.《大诰》

C.《问行条例》 D.《大明会典》

9.明朝官修的一部行政法规汇编被叫作（ ）

A.《大明律》 B.《大诰》

C.《问行条例》 D.《大明会典》

10.在明朝，官员致仕的年龄是（ ）岁

A.50 B.60

C.70 D. 80

11.《大清会典》中的（ ）增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构和权限，体现了近代行政体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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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雍正会典》 B.《乾隆会典》

C.《嘉庆会典》 D.《光绪会典》

12.在清朝，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是（ ）

A.刑部 B.大理寺

C.都察院 D.理藩院

13.在明朝，被视为通行不改的国家大法为（ ）

A.《大明律》 B.《大明会典》

C.《大明令》 D.《大诰》

14.最早将例附于律文之后，律例合编的法典是（ ）

A.唐律 B.宋刑统

C.元律 D.明律

15.在明朝，一切死刑案件必须上报的中央司法机构是（ ）

A.大理寺 B.都察院

C.御史台 D.刑部

16.在明朝，将御史台改为（ ）

A.都察院 B.通政使司

C.布政使司 D.按察使司

17.在明朝，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的联合审判制度被称为（ ）

A.三司会审 B.朝审

C.热审 D.大审

18.清朝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是（ ）

A.《大清律例》

B.《大清律集解附例》

C.《大清律集解》

D.《五朝会典》

19.清朝的《理藩院则例》是（ ）

A.一种部门法

B.审判机构的机构组织法

C.只适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法规

D.清代满族贵族的特权法

20.下列属于清朝创设的刑罚有（ ）

A.迁徙 B.枷号

C.充军 D.发遣

21.元朝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相犯的案件，普通司法机关无权管辖，须由专门机构审理裁决。

该专门机构是（ ）

A.理藩院 B.大理寺

C.宣政院 D.大宗正府

22.明洪武三十一年，某省布政使上书皇帝，嘉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依照《大明律》的规定，该上书行为

构成的罪名是（ ）

A.内乱 B.左官

C.奸党 D.谋大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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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于明朝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制度的说法，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主婚权属于祖父母、父母，嫁娶违律的，独坐主婚者

B.七出仍是丈夫休妻的理由，义绝不再成为婚姻解除的条件

C.婚姻缔结须有婚书和聘礼，同姓、同宗无服亲及良贱不得为婚

D.继承采取“嫡庶无别，诸子均分”的原则，承认奸生子的继承权

24.我国实体法和程序法开始逐步分离始于（ ）

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清朝

25.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 年）颁布的（ ）是对《大元通制》的修订补充

A.《条画五章》 B.《大扎撒》

C.《至正条格》 D.《元典章》

26.元朝仿效《唐六典》而编订的典章汇编是（ ）

A.《大元通制》 B.《经世大典》

C.《至正条格》 D.《元典章》

27.帝制中国最后一部令典是（ ）

A.《大清令》 B.《大明令》

C.《大宋令》 D.《大诰》

二、多项选择题

1.以下属于元朝的立法指导思想的是（ ）

A.祖述变通，附会汉法 B.明刑弼教

C.因俗而治 D.蒙汉异制

2.下列关于元朝监察制度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加强监察立法，使监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B.监察体制设置严密，并且赋予其较大的权限

C.重视加强对监察官本身的监督

D.体现民族歧视政策

3.以下属于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的有（ ）

A.一断于法 B.刑无等级

C.刑乱国用重典 D.明刑弼教

4.关于明朝时期的厂卫机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厂卫干预司法活动，是明朝一大弊政

B.“厂”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包括东厂、西厂和内行厂

C.厂卫机构属于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

D.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和恶性发展的产物

5.明朝的会审方式有（ ）

A.九卿会审 B.朝审

C.热审 D.秋审

6.下列属于明朝的中央司法机构的是（ ）

A.大理寺 B.刑部

C.御史台 D.都察院

7.下列属于清朝制定的少数民族法规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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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理藩院则例》

B.《蒙古律例》

C.《回疆则例》

D.《西宁青海番夷成例》

8.下列属于清朝的会审制度的有（ ）

A.九卿会审 B.秋审

C.大审 D.热审

9.清朝人身依附关系削弱的表现有（ ）

A.废除匠籍制度

B.雇工人的地位有所改善

C.部分贱籍豁免从良

D.奴婢可以开户为民

10.下列刑种中，属于流徙类的是（ ）

A.枷号 B.充军

C.发遣 D.凌迟

三、简答题

1.简述清朝刑事立法中维护满族特权的内容。

2.简述清朝秋审制度中的五种处理情况。

3.简述中国古代法典从唐朝到清朝篇章体例的发展演变。

4.简述明朝诉讼制度的特点。

四、分析题

1.《明史》规定：“若亭疑献决，而囚有番异，则改调隔别街门问拟。二次番异不服，则具奏，会九卿鞠之，

谓之圆审。至三四讯不服，而后请旨决焉。”

结合以上材料，请回答下列问题：

（1）上述材料反映的是哪一项制度？

（2）该制度反映的是哪种统治思想？

2.《唐明律合编》规定：“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带项、钱粮等事，明律

则又较唐律为重。”

请分析上述文字所反映的具体制度及其历史渊源。

【第五章习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

【解析】 成吉思汗时期，下令郭宝玉制定新令，批准颁布《条画五章》，这是蒙古政权第一次汉化的立法。A

选项正确。

2.【参考答案】 C

【解析】 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元世祖于至元二十八年令右丞相何荣祖等“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

十事辑为一书 3 名曰《至元新格》，令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至元新格》是元朝统一中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比较

系统的成文法典。C选项正确。

3.【参考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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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元典章》全称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元朝地方政府对世祖以来约五十年间有关政治、经济、

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圣旨条例的汇编，共 60 卷。《元典章》虽非中央政府所颁法律，但它系统地保存了元朝法律的

内容，成为研究元朝社会及法律的珍贵材料。D选项正确。

4.【参考答案】 C

【解析】 元朝罪名体系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强奸幼女罪的确立。《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的奸类罪中，未特

别列出强奸幼女罪。元朝法律则规定：“诸强奸人幼女者，处死；虽和同强，女不坐。”处罚比一般强奸罪要重很多。

C选项正确。

5.【参考答案】 D

【解析】 元朝将“幼女”的年龄界定在 10 岁以下。D 选项正确。

6.【参考答案】 D

【解析】 元朝统一中国以后，虽然受到儒家礼教纲常的影响，但仍保持某些蒙古族原有的传统，特别在婚姻

方面，允许依照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行事，而不强求划一。A 选项正确。建立婚姻关系必须订立婚书，婚书上写明

议定的聘财数额，如果是招赘女婿，须写明养老或出舍的年限，主婚人、保亲人、媒人须在婚书上签字画押，然后

依礼成亲，婚姻关系方才有效。关于婚姻的限制和解除，元基本上沿用唐宋旧法，但不似唐宋那样严格。因此 BC

选项正确。在继承方面，蒙古人和色目人各依其本俗法，蒙古习惯法由幼子继承父业，后因接受汉法影响实行诸子

均分制，但实际份额仍不相同。因此本题选 D 选项。

7.【参考答案】 A

【解析】 元朝以中书省取代隋唐的三省。中书省以中书令为长官，由皇太子兼领。皇太子一般不到职视事，

由左右丞相及其他副职实际负责政务，统称宰相。中书省下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管国家各方面行

政事务。A选项正确。

8.【参考答案】 B

【解析】 为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御制《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

B选项正确。

9.【参考答案】 D

【解析】 《大明会典》是明朝官修的一部行政法规汇编。其修纂始于英宗朝，至孝宗弘治十五年成书，其后，

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其中《正德会典》和《万历会典》曾颁行天下，并流传至今。D选项正确。

10.【参考答案】 B

【解析】 明朝时官员年满 60 岁致仕，回乡官员称为“乡宦”，仍享有免役和司法特权，所以答案是 B。

11.【参考答案】 D

【解析】 为了规范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加强行政管理，提高统治效能，清政府效仿明朝，先后编制了《康

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合称“五朝会典”，统称《大清会典》。其中，最后一

部《光绪会典》增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构和权限，体现了近代行政体制的变化。D选项正确。

12.【参考答案】 C

【解析】 清朝沿袭明制，以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为“三法司”，是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制约的中央司法机关。

其中，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督察百官风纪，纠弹不法，同时负有监督刑部、大理寺之责，可对其错误

提出纠弹，亦可参与重大案件的会审。C 选项正确。

13.【参考答案】 A

【解析】 《大明律》条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是明朝通行不改的大法，其体例直接为清律所承袭，在

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A 选项正确。

14.【参考答案】 D

【解析】 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简称“例”，通常由司法机关根据典型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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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刑部删定《问刑条例》，与律并行，并且“通行天下永为常法”。

之后，嘉靖、万历年间多次修订，条文不断增加。万历年间还将重新辑修的《问刑条例》附于《大明律》，律为正

文，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从而开律例合编的先例并影响了清朝。D选项正确。

15.【参考答案】 D

【解析】 在明朝，徒刑以上案件均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死刑案件，刑部审理，大理寺复核后，须报请皇帝

批准才能执行。D 选项正确。

16.【参考答案】 A

【解析】 明朝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监察机构。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由御史台改名而来，长官为左都御史，右都

御史辅助之。A选项正确。

17.【参考答案】 A

【解析】 在明朝，凡是发生重大疑难案件或亟须重新审理的重案时，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同审

问罪犯，称“三司会审”，后将审理结果奏报皇帝，进行最后裁决。A 选项正确。

18.【参考答案】 B

【解析】 《大清律例》于乾隆五年正式颁行天下。此前，顺治朝曾经颁布过《大清律集解附例》，范正朝颁布

过《大清律集解》，由此可以看出《大清律集解附例》是清朝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B选项正确。

19.【参考答案】 C

【解析】 清政府除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法典外，还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专门法规，如《蒙

古律例》《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C选项正确。

20.【参考答案】 D

【解析】 发遣是清朝特别设立的一种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即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给驻防八旗官兵当差为奴

的刑罚，比充军重。清代发遣的对象主要是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员，一般只限本人，情节轻微的，还有机会放还。

D选项正确。

21.【参考答案】 D

【解析】 大宗正府是管理蒙古贵族事务的机构，也是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法机关，掌握“诸王、驸马、

蒙古人、色目人等”所“犯一切公事”以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等刑狱。可见大宗正府既是管理蒙古贵族

事务的机构，又是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法机关，职掌比较混乱。宣政院是元朝主持全国佛教事务和统领吐蕃

地区军、民之政的中央机构，同时也是全国最高的宗教审判机关，负责审理重大的僧侣案件和僧侣纠纷案件。理藩

院是清朝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用于加强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司法管辖。大理寺，是唐宋乃至明清各代重要的

中央司法机关。D 选项正确。

22.【参考答案】 C

【解析】 鉴于历代臣下结党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明严禁臣下结党，在《大

明律》中增设“奸党罪”并罗列了该罪的种种表现：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大小官员巧言进谏，请求宽免

死罪之人，暗中邀买人心者；司法官不执行法律，而听从上级命令出入人罪者；“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甚至

“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均构成奸党罪，一律处以斩刑。C 选项正确。

23.【参考答案】 B

【解析】 明朝之时，家长主婚权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下来，“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如果婚姻本身违法，

被追究的也是家长，而非结婚当事人，“凡嫁娶违律，若由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A选项正确。明律虽

然对“义绝”作出了新的解释，但“义绝”仍是婚姻解除的条件。B 选项错误。明代婚姻家庭规定多沿袭唐宋旧律，

婚书和聘礼仍是婚姻缔结的要件，同宗无服亲及良贱不得为婚仍然得到确认。C选项正确。在明朝，“其分析家财田

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这承认了奸生子的继承权。D 选项正确。因此应选 B。此题为反向选择题，考

生注意不要选成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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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考答案】 C

【解析】 《元典章》中“诉讼”已经独立出现，对诉讼的程序、步骤、诉状的格式都作了详细规定，反映出

实体法与程序法开始逐步分离。C选项正确。

25.【参考答案】 C

【解析】 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 年）颁布《至正条格》，是对《大元通制》的修订补充。C 选项正确。

26.【参考答案】 B

【解析】 元朝的法律文献还包括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 年）编成的《经世大典》，这是一部仿效《唐六典》而

编订的典章汇编，共 880 卷。B 选项正确。

27.【参考答案】 B

【解析】 洪武元年（1368 年）颁行《大明令》，按六部分篇，条文简略，只有 145 条。这是帝制中国最后一部

令典。B 选项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CD

【解析】 元朝的立法指导思想缺乏系统性，但是从其法制的实践和有关文献典籍的记载中，仍可概述其要者

如下：一是祖述变通，附会汉法；二是因俗而治，蒙汉异制。明刑弼教是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因此本题选 ACD。

2.【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元朝政府很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目的在于通过对官员尤其是汉族官员的监督，来防止他们的拥权

自重。元朝通过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建立和发展了颇具特色的监察制度。其一，加强监察立法，使监察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其二，监察体制设置严密，并且赋予其较大的权限。其三，重视加强对监察官本身的监督。其四，体现

民族歧视政策。ABCD 全选。

3.【参考答案】 CD

【解析】 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元亡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指导思想。此外，明

刑弼教表现了明朝认识“刑”与“教”及其相互关系的态度，这也是其一项重要的立法思想。CD 选项正确。

4.【参考答案】 ABD

【解析】 厂卫并非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但是在皇帝的纵容下，由宦官操纵，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享有侦

查缉捕、监督审判、法外施行等种种司法特权。ABD 选项正确。

5.【参考答案】 ABC

【解析】 明朝的会审主要包括下列几种：第一，三司会审和九卿会审；第二，朝审；笫三，大审；第四，热

审。秋审为清朝时期的一种会审方式，不属于明朝。ABC 选项正确。

6.【参考答案】 ABD

【解析】 明朝中央司法机关的名称、职掌均与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组成中央“三法司”。ABD

选项正确。

7.【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清王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巩固辽阔的疆域，以理藩院作为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机构，

加强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司法管辖。清政府除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法典外，还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各少数民族聚居

区的专门法规，如《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苗汉杂居章程》《湘苗事宜》《西宁青海番夷成例》《钦

定西藏章程》等。ABCD 全选。

8.【参考答案】 ABD

【解析】 大审是明代宦官会同三法司在大理寺共审囚徒的制度，是明朝特有的制度，清朝没有，C选项不选。

清承明制，清代在审判制度方面，继承了明朝诉讼制度。明朝有“热审”“朝审”“九卿会审”，清朝也有。清又创

设了与“朝审”并行的“秋审”。因此本题选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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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的反抗，清朝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以上四项都是体现。其中 D 选项

为新增考点，注意 D选项奴婢开户为民后不能应考出仕，但子孙后代可以。

10.【参考答案】 BC

【解析】 清代的刑种，首先是“五刑”正刑体系，即笞、杖、徒、流、死，与唐宋律的规定并无二致。其次

是律例有文但未列“五刑”的派生刑和附加刑，包括死刑类的凌迟、枭首、戮尸；流徙类的充军、发遣；附加刑类

的枷号、刺字。因此本题选 BC。

三、简答题

1.【参考答案】 确认和维护满族特权，是清朝法律突出的特点，表现为：首先，确保满洲贵族在政权中的优

越地位。清官职标榜满汉一体，中央六部长官设满汉复职，但实际操于满官之手。

其次，旗人犯罪享有特权和优待。旗人犯罪受到法律的特殊优待，成为清律的特色。

最后，法律保护旗地旗产，禁止“旗民交产”。

2.【参考答案】 第一，情实：指罪情属实、罪名恰当者，奏请执行死刑。第二，缓决：案情虽属实，但危害

性不大者，可再押监候办，留待下年秋审。凡三经秋审定为缓决，可免死减为流三千里，或减发烟瘴极边充军。第

三，可矜：指案情属实，但情有可原，予以免死减等发落。第四，可疑：指案情尚未完全明了的，则驳回原省再审。

第五，留养承祀：指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罪犯为独子而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奉养，或符合“孀妇独子”等条

件的，则经皇帝批准，可改判重杖，枷号示众三个月。

3.【参考答案】 （1）唐朝：《唐律疏议》采用 12 篇体例，以《名例》为首篇。

（2）宋朝：《宋刑统》沿袭《唐律疏议》12 篇体例，但是采用“刑律统类”的形式，在篇内分门。

（3）元朝：元代地方政府自行汇编的《元典章》以六部划分法规体例，对后世法典的编纂有直接影响。

（4）明朝：《大明律》改变了唐宋律的传统体例，按六部官制分六律，仍以《名例》冠于篇首，共 7 篇。

（5）清朝：《大清律例》承用《大明律》的编纂方法，但采用律、例合编的体例。

4.【参考答案】 （1）严厉制裁诬告行为；

（2）严禁越诉；

（3）军官、军人诉讼一般不受普通司法机构管辖；

（4）明确地域管辖原则；

（5）强调以民间半官方组织调解“息讼”。

四、分析题

1.【参考答案】 （1）这段文字反映了明朝的九卿会审制度。即如果案件已经审理完毕，而犯人仍然翻异不服

的，则应当改由其他司法机关重新审理。如果第二次仍然翻异不服的，就应当具拟奏报皇帝，由皇帝命令三法司，

会同吏、户、礼、兵、工五部尚书和通政使司等九卿会审，称为“圆审”。如果三次或者四次审理仍然不服，则奏

请皇帝裁决。

（2）这种会审制度是慎刑思想的反映，有利于皇帝控制和监督司法活动，纠正冤假错案，但是明朝的会审往

往由宦官操控，不免流于形式。

2.【参考答案】 这段文字反映了明朝“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刑罚适用原则。明朝在刑法原则上确立“轻

其所轻，重其所重”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主要是因为宋明理学使儒家的纲常礼教对人们行为的法外约束力越来

越大。这种背景下，对有关伦常礼教犯罪的处罚减轻，能集中刑法的打击目标，缓和社会的反抗情绪。随着君权的

加强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盗贼大案直接冲击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也是“重典

治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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