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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招生考试大纲 
《法理学（611）》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初试 

 
满分 
 

 
150 

 
考试性质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导论 
第一节 法理学的对象、性质和方法 

第二节 法理学的历史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形成及其意义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中国化 

第一章 法的概念与本质 

第一节 法的概念 

第二节 法的本质 

第三节 法的基本特征 

第四节 法的要素 

第二章 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型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法的起源观 

第二节 法的起源 

第三节 法的历史类型 

第四节 法系 

第三章 法的价值 

第一节 法的价值的概念 

第二节 法与安全 

第三节 法与秩序 

第四节 法与自由 

第五节 法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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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法与公平正义 

第七节 法与人权 

第四章 法的渊源与效力 

第一节 法的渊源 

第二节 法的分类 

第三节 法的效力 

第五章 法律关系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概念与分类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 

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 

第六章 法律行为 

第一节 法律行为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结构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一节 法律责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 

第三节 法律责任的承担 

第八章 法律方法 

第一节 法律方法与法学思维 

第二节 法律解释 

第三节 法律推理 

第四节 法律论证 

第九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历史文化基础 

第一节 中国传统法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近代法理学的探索与变革 

第十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发展的历史经验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民主政治 

第一节 法与民主政治的一般关系 

第二节 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史符合国情的选择 

第三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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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经济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科技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文化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社会 

第五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生态 

第十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和法律体系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指导原则 

第二节 中国的立法体制 

第三节 中国的立法程序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五节 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 

第十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 

第一节 法律实施的意义 

第二节 法律执行 

第三节 法律适用 

第四节 法律遵守 

第五节 法律实施的正当程序 

第六节 法律实施的监督 

第十五章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第一节 法治的一般原理 

第二节 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 

第三节 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与重要任务 

第四节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第五节 建设法治中国 

 
参考书目 

《法理学》（第二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编写组，人民出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ISBN：9787010228273。 

备注 
 
 

 



 

4 
 

重庆邮电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招生考试大纲 
《法学基础（宪法学、民法学）》（817）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初试 

满分 150（宪法学与民法学各占 75 分） 

考试性质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宪法学》考试大纲： 
 

第一章 宪法总论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和本质 
第二节 宪法的分类和渊源 
第三节 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 
第四节 宪法关系和宪法规范 
第五节 宪法的效力和作用 
第二章 宪法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章 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第一节 宪法指导思想 
第二节 宪法基本原则 
第四章 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 
第一节 国家性质 
第二节 国家形式 
第五章 国家基本制度 
第一节 经济制度 
第二节 政治制度 
第三节 文化制度 
第四节 社会制度 
第五节 生态文明制度 
第六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 
第二节  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三节  公民的基本义务 
第七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基本原理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四节  国务院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六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七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八节  监察委员会 
第九节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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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人民检察院 
第八章 “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 
第一节 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 
第二节 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第三节 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 
第九章 宪法实施和监督 
第一节  宪法实施 
第二节  宪法监督制度 
第三节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民法学》考试大纲：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民法概述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任务和调整对象 
第二节 民法的法源 
第三节 民法的本质 
第四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五节 民法与邻近法律部门 
第六节 民法学及其学习方法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 
第四节 民事权利 
第五节 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 
第三章 民事主体——自然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 
第二节 人格权 
第三节 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节 监护 
第五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六节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四章  民事主体——法人、非法人组织 
第一节 法人的本质 
第二节 法人的分类 
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第四节 法人的成立与消灭 
第五节 法人的机关、组织与住所 
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第二节 意思表示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 
第四节 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五节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第六节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七节 民事法律行为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第八节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六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第二节 代理行为与代理权 
第三节 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 
第七章  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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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诉讼时效 
第二节 除斥期间 
第二编  物权法 
第一章  物权和物权法 
第一节  物权的分类 
第二节  物权的变动 
第三节  物权公示方法：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 
第二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所有权的种类 
第二节  所有权的取得 
第三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一节  专有权 
第二节  共有权 
第三节  共同管理权 
第四章  相邻关系 
第一节  相邻关系的类型 
第二节  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 
第三节  违反相邻关系的后果 
第五章  共有 
第一节  按份共有 
第二节  共同共有 
第三节  共有财产的分割 
第六章  用益物权 
第一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节  建筑用地使用权 
第三节  宅基地使用权 
第五节  地役权 
第六节  特别法上的用益物权 
第七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抵押权 
第二节  质权 
第三节  留置权 
第八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的分类 
第二节  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第三节  占有的效力 
第四节  占有的保护 
第三编  债与合同法 
第一章  债 
第一节  债的发生原因 
第二节  债的分类 
第三节  债的保全与担保 
 第四节  债的转移 
 第五节  债的消灭 
第二章   合同法 
第一节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第二节  合同的变更与转让 
第三节  合同的权利与义务 
第四节  违约责任 
第三章  典型合同 
第一节  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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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三节  赠与合同 
第四节  借款合同 
第五节  保证合同 
第六节  租赁合同 
第七节  技术合同 
第八节  委托合同 
第九节  物业服务合同 
第十节  合伙合同 
第十一节 准合同之无因管理 
第十二节 准合同之不当得利 
第四编  人格权 
第一章  人格权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章  具体人格权 
第一节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第二节  姓名权和名称权 
第三节  肖像权 
第四节  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五节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第三章  人格权的保护 
第一节  人格权的经济利用 
第二节  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第五编  婚姻家庭法 
第一章  婚姻家庭法的概述 
第一节  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内容 
第二节  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结婚制度 
第一节  结婚的条件与程序 
第二节  婚姻的无效和撤销 
第三节  婚姻的效力 
第三章  离婚制度 
第一节  登记离婚 
第二节  诉讼离婚 
第四章  亲属制度 
第一节  亲系与亲等 
第二节  亲子关系 
第三节  其他家庭成员关系 
第四节  亲属关系的法律效力 
第五章  收养制度 
第一节  收养的成立 
第二节  收养的解除 
第六编  继承法 
第一章  继承法概述 
第一节  我国继承法的存在根据与基本原则 
第二节  遗产 
第三节  继承的开始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一节  法定继承的概念、特征和适用范围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第三节  代位继承 
第四节  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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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遗嘱继承 
 第一节  遗嘱继承的概念、他横和适用条件 
 第二节  遗嘱的效力 
 第三节  遗嘱的变更与撤回 
 第四节  遗嘱的执行 
第四章  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 
第一节  遗赠 
第二节  遗赠扶养协议 
第五章  遗产的处理 
第一节  遗产的保管 
第二节  遗产的分割 
第三节  遗产债务的清偿 
第四节  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第七编  侵权责任法 
第一章   侵权责任法概述 
第一节   侵权责任法的概念和功能 
第二节   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 
第三节   侵权责任承担方式 
第四节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第二章   一般侵权责任 
第一节   一般侵权责任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第二节   加害行为、民事权被侵害与损害 
第三节   因果关系 
第四节   过错 
第五节   免责事由 
第三章  多数人侵权责任 
第一节  共同加害行为 
第二节   共同危险行为 
第四章  特殊侵权责任 
第一节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第二节  产品责任 
第三节  医疗损害责任 
第四节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第五节  高度危险责任 
第六节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第七节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参考书目 
《宪法学》（第二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

出版社，2020 年，ISBN：9787040526219。                 
《民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ISBN：9787040459241。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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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招生考试大纲 
《法学综合（刑事诉讼法学、知识产权法学）》（F081）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复试 

满分 100（刑事诉讼法学与知识产权法学各占 50 分） 

 
考试性质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刑事诉讼法学》考试大纲： 
绪 论 
   第一节 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的概念 
      二､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及其法律渊源 
   第二节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与任务 
      一､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 
      二､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第三节 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 
   第四节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概况 
      二､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刑事诉讼观 
   第一节 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关系 
      一､程序法与实体法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二､程序法为实体法服务 
      三､程序法具有独立价值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司法保障 
      一､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和羁押 
      二､被告人有权获得迅速审判 
      三､应当给羁押中的被告人以人道待遇 
   第三节 刑事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一､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 
      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 
   第四节 刑事司法的民众参与 
      一､民众通过陪审制参与司法 
      二､保障公民平等地享有参与司法的权利 
   第五节 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要求 
      一､只能由依法设立的法庭行使审判权 
      二､法官不能与自己处理的案件有利害关系 
      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诉讼 
第二章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主体 
   第一节 刑事诉讼构造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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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职权主义诉讼 
      三､当事人主义诉讼 
      四､混合式诉讼 
      五､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及其特征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的审判机关 
      一､审判机关的性质与职权 
      二､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及其上下级关系 
      三､审判组织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 
   第三节 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 
      一､检察机关的性质与地位 
      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 
      三､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及其上下级关系 
   第四节 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 
      一､侦查机关的类型 
      二､公安机关 
      三､其他侦查机关 
   第五节 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 
      一､当事人 
      二､其他诉讼参与人 
第三章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第一节 概述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 
      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 
   第二节 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一､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原则 
      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检察权原则 
      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四､依靠群众原则 
      五､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六､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 
      七､审判公开原则 
      八､有权获得辩护原则 
      九､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第四章 管辖 
   第一节 管辖制度 
      一､管辖的概念 
      二､管辖制度的意义 
   第二节 管辖类型 
      一､立案管辖 
      二､审判管辖 
      三､并案管辖 
第五章 回避 
   第一节 回避制度 
      一､回避的概念和意义 
      二､回避的方式 
   第二节 回避的适用 
      一､回避的适用人员 
      二､回避的理由 
      三､回避的程序 
第六章 辩护与代理 
   第一节 刑事辩护 
      一､刑事辩护的概念与特征 
      二､刑事辩护的历史发展 



 

11 
 

      三､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刑事代理 
      一､刑事代理的概念与特征 
      二､刑事代理的种类 
第七章 证据与证明 
   第一节 证据制度概述 
      一､证据的概念与要求 
      二､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 
      三､证据裁判原则 
   第二节 证据的种类和分类 
      一､证据的种类 
      二､证据的分类 
   第三节 证据规则 
      一､相关性规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三､最佳证据规则 
      四､意见证据规则 
      五､补强证据规则 
   第四节 证明的概念与分类 
      一､证明概述 
      二､证明的分类 
   第五节 证明的要素 
      一､证明对象 
      二､证明责任 
      三､证明标准 
      四､证明程序 
第八章 强制措施 
   第一节 强制措施概述 
      一､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 
      二､强制措施与其他相关法律措施的区别 
      三､强制措施的适用原则 
   第二节 拘传 
      一､拘传的概念和特点 
      二､拘传的适用程序 
   第三节 取保候审 
      一､取保候审的概念和适用条件 
      二､取保候审的方式 
      三､被取保人的义务 
      四､取保候审的程序 
   第四节 监视居住 
      一､监视居住的概念和适用条件 
      二､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 
      三､监视居住的程序 
   第五节 拘留 
      一､拘留概述 
      二､拘留的适用条件 
      三､刑事拘留的程序 
   第六节 逮捕 
      一､逮捕的概念和适用条件 
      二､逮捕的权限 
      三､逮捕的程序 
      四､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第九章 附带民事诉讼 
   第一节 附带民事诉讼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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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意义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 
   第二节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 
      一､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第三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一､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 
   第四节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 
      一､审判原则 
      二､财产保全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和裁判 
第十章 期间与送达 
   第一节 刑事诉讼活动的期间 
      一､期间的概念与确定的依据 
      二､期间的计算 
      三､期间的耽误与恢复 
      四､刑事诉讼的法定期间 
   第二节 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 
      一､送达的概念和特点 
      二､送达的方式和程序 
第十一章 立案 
   第一节 立案的概念与功能 
      一､立案的概念 
      二､立案的功能 
   第二节 立案的材料来源与条件 
      一､立案的材料来源 
      二､立案的条件 
   第三节 立案程序和立案监督 
      一､立案程序 
      二､立案监督 
第十二章 侦查 
   第一节 侦查基本理论 
      一､侦查的概念和特征 
      二､侦查的任务 
      三､侦查工作的原则 
      四､侦查行为的法律控制 
      五､侦查中的人权保障 
   第二节 侦查行为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 
      二､询问证人､被害人 
      三､勘验､检查 
      四､搜查 
      五､查封､扣押物证､书证 
      六､鉴定 
      七､通缉 
      八､特殊侦查措施 
   第三节 侦查终结 
      一､侦查终结的概念和意义 
      二､侦查终结的条件 
      三､侦查终结的处理 
      四､侦查中的羁押期限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一､人民检察院在自侦案件中的侦查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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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侦查终结后的处理 
   第五节 补充侦查 
      一､补充侦查的概念和意义 
      二､补充侦查的种类和形式 
   第六节 侦查监督 
      一､侦查监督的概念和意义 
      二､侦查监督的范围 
      三､侦查监督的途径和措施 
第十三章 审查起诉 
   第一节 审查起诉概述 
      一､审查起诉的概念和特点 
      二､审查起诉的意义 
   第二节 审查起诉的程序 
      一､审查起诉的内容 
      二､审查起诉的步骤和方法 
      三､审查起诉的处理 
   第三节 提起公诉 
      一､提起公诉的概念､条件和功能 
      二､起诉书以及证据材料的移送 
      三､公诉的变更与撤回 
   第四节 不起诉 
      一､不起诉的概念 
      二､不起诉的种类和适用条件 
      三､不起诉的程序 
      四､对不起诉决定的制约 
第十四章 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 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一､庭前审查 
      二､庭前准备 
      三､法庭审判 
      四､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 
      五､法庭秩序 
      六､法庭审判笔录 
      七､延期审理､中止审理和终止审理 
      八､第一审程序的期限 
      九､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活动的监督 
   第二节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一､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受理与审判 
      二､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特点 
   第三节 简易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二､简易程序的特点 
      三､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四､简易程序在审判中的特点 
      五､简易程序的决定适用和审判程序 
   第四节 判决､裁定和决定 
      一､判决 
      二､裁定 
      三､决定 
第十五章 第二审程序 
   第一节 审级制度 
      一､审级制度概述 
      二､两审终审制 
   第二节 第二审程序的概念与功能 



 

14 
 

      一､第二审程序的概念 
      二､第二审程序的功能 
   第三节 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一､上诉 
      二､抗诉 
   第四节 第二审案件的审判 
      一､第二审案件的审判原则 
      二､第二审案件的审理方式 
      三､第二审案件的直接裁判与发回重审 
      四､第二审案件的审理期限 
第十六章 死刑复核程序 
   第一节 概述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二､死刑复核程序与少杀､慎杀刑事政策 
      三､关于死刑存废的讨论 
   第二节 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 
      一､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报请核准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报请核准 
      三､复核程序和复核后的处理 
第十七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节 概述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功能 
   第二节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材料来源 
      二､申诉的效力和申诉的理由 
      三､对申诉的受理和审查处理 
   第三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 
      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 
   第四节 重新审判 
      一､重新审判的程序 
      二､判决､裁定 
      三､上诉､抗诉 
      四､审理期限 
第十八章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一节 执行概述 
      一､执行的概念和特点 
      二､执行依据和机关 
      三､执行的意义 
   第二节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一､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执行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　判决的执行 
      三､管制､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的执行 
      四､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 
      五､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 
      六､无罪判决和免除刑罚判决的执行 
      七､社区矫正 
第十九章 执行的变更与监督 
   第一节 死刑､死缓执行的变更 
      一､死刑执行的变更 
      二､死缓执行的变更 
   第二节 监外执行 
      一､监外执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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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程序 
   第三节 减刑和假释程序 
      一､减刑 
      二､假释 
   第四节 对新罪､漏罪和申诉的处理 
      一､对新罪､漏罪的处理 
      二､对申诉的处理 
   第五节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监督 
      一､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死刑的监督 
      二､人民检察院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三､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的监督 
      四､人民检察院对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 
      五､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 
第二十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 概述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律依据 
   第二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基本制度 
   第三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具体诉讼程序 
      一､立案程序 
      二､侦查程序 
      三､起诉程序 
      四､审判程序 
      五､执行程序 
第二十一章 刑事和解程序 
   第一节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概述 
      一､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概念 
      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意义 
   第二节 当事人和解的诉讼程序 
      一､案件范围 
      二､刑事和解的审查 
      三､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 
第二十二章 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一节 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概述 
      一､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二､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意义 
   第二节 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适用和救济 
      一､案件范围 
      二､审判法院 
      三､启动程序 
      四､审理程序 
      五､法律救济 
第二十三章 强制医疗程序 
   第一节 强制医疗程序概述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概念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意义 
   第二节 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和救济 
      一､适用范围 
      二､适用程序 
      三､评估程序 
      四､启动程序 
      五､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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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审终审及救济 
 
《知识产权法学》考试大纲： 
绪  论 
   第一节  知识产权法学的概念与学科发展 
      一、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对象、指导思想、研究方法 
      二、知识产权法学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发展 
   第二节  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定义 
      二、知识产权的性质与特征 
      三、知识产权的分类 
      四、知识产权的客体 
   第三节  知识产权法概述 
      一、知识产权法的概念 
      二、知识产权法与宪法 
      三、知识产权法与民法 
      四、知识产权法的体系 
   第四节  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一、著作权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二、专利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三、商标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第一编  著作权与相关权利 
   第一章  著作权的客体 
      第一节  作品的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著作权法不予保护的客体 
   第二章  著作权的取得与归属 
      第一节  著作权的取得 
      第二节  著作权的归属 
   第三章  著作权的内容 
      第一节  著作人身权 
      第二节  著作财产权 
      第三节  著作权的保护期 
   第四章  邻接权 
      第一节  邻接权概述 
      第二节  表演者权 
      第三节  录音录像制作者权 
      第四节  广播组织权 
      第五节  版式设计权 
   第五章  著作权的限制 
      第一节  合理使用 
      第二节  法定许可与强制许可 
   第六章  著作权的利用 
      第一节  著作权利用的特殊机制——集体管理制度 
      第二节  著作权许可使用 
      第三节  著作财产权其他利用方式 
   第七章  侵害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侵害著作权的行为 
      第二节  侵害著作权法律责任的类型与后果 
第二编  专利权与其他技术成果权 
   第八章  专利权的对象 
      第一节  发明 
      第二节  实用新型 
      第三节  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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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专利法不予保护的对象 
   第九章  专利权取得的实质条件 
      第一节  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取得条件 
      第二节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取得条件 
   第十章  专利权的归属和变更 
      第一节  专利权的归属 
      第二节  专利权的无效 
      第三节  专利权的期限和终止 
   第十一章  专利权的内容与限制 
      第一节  专利权的内容 
      第二节  不侵害专利权的行为 
      第三节  专利权强制许可 
   第十二章  专利权的利用 
      第一节  专利的实施许可 
      第二节  专利权的转让 
   第十三章  侵害专利权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二节  侵害专利权行为的构成和认定 
      第三节  侵害专利权行为的抗辩事由 
      第四节  侵害专利权行为法律责任的类型与后果 
   第十四章  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第一节  植物新品种权 
      第二节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第三编  商标权与其他商业标记权 
   第十五章  商标权的对象 
      第一节  商标概述 
      第二节  商标注册条件 
   第十六章  商标权的取得和消灭 
      第一节  商标权取得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商标权的取得程序 
      第三节  商标权消灭 
   第十七章  商标权的内容与利用 
      第一节  商标权的内容 
      第二节  商标权的利用 
   第十八章  侵害商标权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侵害商标权的行为 
      第二节  侵害商标权法律责任的类型及后果 
      第三节  驰名商标及其法律保护 
   第十九章  其他商业标志保护 
      第一节  地理标志保护 
      第二节  商号保护 
      第三节  域名保护 
第四编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概述 
      第一节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第三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 
      第四节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章  仿冒行为 
      第一节  仿冒行为概述 
      第二节  仿冒行为的类型 
      第三节  仿冒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章  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第一节  商业秘密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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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侵害商业秘密行为 
      第三节  侵害商业秘密的抗辩事由 
      第四节  侵害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第五编  知识产权国际条约 
   第二十三章  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概述 
      第一节  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  与知识产权事务相关的主要国际组织 
      第三节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第二十四章  工业产权国际条约 
      第一节  工业产权国际条约概述 
      第二节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第三节  《专利合作条约》和《马德里协定》 
   第二十五章  著作权国际条约 
      第一节  著作权国际条约概述 
      第二节  《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 
      第三节  《罗马公约》与《录音制品公约》 
      第四节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参考书目 

《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刑事诉讼法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ISBN：9787040523355。 

《知识产权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知识产权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9 年，ISBN：978704052207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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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安全编程基础（C 或 C++）》（F082）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复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要求 
1.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和面向对象编程技术 
2.掌握程序语言的基础知识 
3.掌握常用算法设计及描述方法 
4.掌握程序调试方法，具有基本的程序安全漏洞防范意识 
5.掌握基本的网络协议程序阅读和设计能力 
6.具有阅读程序以及改错和排查程序基本安全漏洞的能力 
7.具有良好的编程风格 
8.能用 C、C++熟练编写程序 
（二）考试内容 
1.数据类型及其操作：基本数据类型、数组、指针、结构体、链表等的定义、初始化、引用和操作 
2.程序语言的三种控制结构：顺序、选择、循环 
3.程序输入输出实现：程序中赋值、键盘输入和输出，通过文件进行数据存取 
4.函数：函数定义、函数调用、参数传递、函数返回 
5.算法描述方法：程序流程图、N-S 盒图、伪代码等 
6.常用算法示例 
（1）加法器与累乘器 
（2）求最大数与最小数 
（3）排序（冒泡排序、选择排序等） 
（4）大小写字母转换 
（5）判别键盘输入字符的类别 
（6）判别闰年 
（7）百分制成绩与等级制成绩互相转换 
（8）求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 
（9）求菲比拉契数列有限项 
（10）统计学生成绩，包括总成绩、平均成绩、各分数段人数等 
（11）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12）用穷举法求某数段的素数、水仙花数、完全平方数等 
（13）求近似数（如定积分、用牛顿迭代法或二分法或弦截法求多元方程的根） 
（14）求两个矩阵之和、之积 
（15）统计输入字符中的单词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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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常见的代码安全漏洞示例 
（1）缓冲区溢出 
（2）格式化字符串 
（3）整数溢出等 
8. 常见的网络协议 
  (1) 熟悉 IP 协议， TCP 协议，ICMP 协议，ARP 协议，HTTP 协议，DNS 协议等 
  (2) 基于 socket 的网络程序设计 

参考书目 
《C 语言程序设计（第三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ISBN：9787302271253； 
《C++程序设计教程（第三版）》，钱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年，ISBN：9787302521266； 
《软件安全工程》，（美）Julia H. Allen 、 等著，郭超年、周之恒 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ISBN：

9787111264835。 
《计算机网络》(第 7 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ISBN：978712130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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