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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真题解读》勘误

 P7

图中红框处修改为“徒”

 P49
第一个红框处改为“诉”（事须争诉），第二个红框处改为“听”（必须自陈者听），

第三行第一个红框改为“妇人”，第三行第二个红框处改为“果”（若果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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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4

图中红框处解析及答案更换为以下内容：

[ 解析 ] 北洋政府时期，判例成为重要的法律渊源。所谓判例 , 就是大理院判决的典

型案例。北洋政府广泛运用判例 , 使之成为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 , 既补充了成文法的“未

备”, 又便于发挥成文法所不易发挥的作用。A 项“判例”虽属民事法律渊源之一，但主

要是为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并非效力最高，故不当选。

B 项“民事习惯”在没有成文法律规定时，也可作为民事法律渊源，但并不具有最

高法律效力，故也不当选。

北洋政府成立后 , 民事法律主要是《大清现行刑律》中有关民事的规范 , 即“现行律

民事有效部分”，但因其条文简略 , 不足以规范日益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 , 不得不

公布一些民事单行法令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在沿用清末法律的同时 , 北洋政

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单行法规。民事、商事方面的 , 如《公司条例》《矿业条例》《商

人通例》等。在这些单行法规中 , 有大量属于立法程序简单、针对性强、便于补充修改

的特别法 , 其效力高于普通法。北洋政府大理院的判例明确宣布 :“特别法应先于普通法 ,

必特别法无规定者 , 始运用普通法。”故 C 项“条例”的效力高于 D 项“现行律民事有

效部分”，故 C 项当选。

综上，本题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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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8

将下图中红框处答案改为“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