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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 

《外国法制史》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类法律事

务专业（专科）必考的课程，以世界上各个历史时期、各种

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性特征为主要内容，是研究外国法律制度基本内容、基本特

点和发展规律的法学专业基础学科。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设置的目标：在掌握世界历史的基础上系统地了

解外国法制史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课程

中涉及的世界上有代表性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法律渊源、

法律内容、法律特点、法律文献、法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等。

并能够运用所学外国法制史的理论和知识，对历史上和现实

中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进行较为全面的认识和

分析，并能将此转化为自己的观点储备，为今后从事法律工

作提供基础。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楔形文字法 

一、课程内容 

（一）楔形文字法概述 

1．什么是楔形文字法。 

2．楔形文字法的产生和发展。 

（二）汉穆拉比法典 

1．《汉穆拉比法典》的制定。 

2．《汉穆拉比法典》的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 

3．《汉穆拉比法典》的特点。 

（三）楔形文字法的基本特点和历史地位 

1．楔形文字的基本特点。 

2. 楔形文字法的历史地位。 

二、自学要求 

1．掌握楔形文字法的概念。 

2．了解《汉穆拉比法典》的结构。 

3．掌握《汉穆拉比法典》的基本内容。 

4．理解《汉穆拉比法典》的特点。 

    5. 了解楔形文字法的基本特点。 

5．掌握楔形文字法的历史地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楔形文字法的概述 

1. 识记：（1）楔形文字法的概念；（2）楔形文字法的 

特征；（3）楔形文字法的历史地位。 



2. 领会：（1）楔形文字法是如何产生的；（2）楔形文 

字法的发展及沿革。 

    （二）汉穆拉比法典 

    1. 识记：（1）《汉穆拉比法典》的基本内容；（2）

《汉穆拉比法典》的特点。 

2. 领会：（1）《汉穆拉比法典》的结构体系。 

3. 简单运用：（1）《汉穆拉比法典》为什么称为楔形

文字法的集大成者。  

 

第二章  古代印度法 

一、课程内容 

（一）古代印度法概述 

1．古代印度法的概念。 

2．古代印度法的产生和发展。 

3. 古代印度法的渊源。 

（二）古代印度法的基本内容 

1．种姓制度。 

2．所有权。 

3．债法。 

4. 婚姻家庭法。 

5. 继承法。 

6. 刑法。 

7.诉讼制度。 

（三）古代印度法的基本特点和历史地位 



1．古代印度法的基本特点。 

2. 古代印度法的历史地位。 

二、自学要求 

1. 掌握古印度法的概念。 

2. 了解古印度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其发展的大致脉络。 

3. 掌握古印度法的法律渊源具体包括哪些。 

4. 重点掌握印度的种姓制度。 

5. 了解古印度法的所有权、债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

刑法的特征及相应内容。 

  6. 掌握古代印度法的基本特点。 

  7. 掌握古代印度法的历史地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古印度法概述 

1. 识记：（1）古代印度法的概念；（2）古印度法的法

律渊源。 

2. 领会：（1）古印度法是如何产生的；（2）古印度法

的发展及沿革。 

  （二）古印度法的基本内容 

1. 识记：（1）古印度的种姓制度。 

2. 领会：（1）古印度法的所有权、债法、继承法、刑法

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及其与种姓制度的关联。 

3. 简单运用：（1）如何理解种姓制度与古印度法的关系。 

（三）古印度法的基本特点和历史地位 

1. 识记：（1）古印度法的基本特点；（2）古印度法的 



历史地位。 

 

第三章  古希腊法 

一、课程内容 

（一）古希腊法概述 

1．古希腊法的概念。 

2．古希腊法的发展。 

3. 古希腊法的基本特征。 

4. 古希腊法的历史地位。 

（二）雅典法 

1．雅典法的发展。 

2．雅典民主制。 

3．所有权。 

4. 债。 

5. 婚姻、家庭和继承。 

6. 刑法。 

7.司法制度。 

二、自学要求 

1. 了解古希腊法的概念。 

2. 了解古希腊法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 

3. 掌握古希腊法的基本特征。 

4. 了解雅典法的发展及雅典“宪法”的形成。 

5. 掌握雅典的民主制度的特征并分析其民主性与局限性。 

6. 了解雅典法的所有权、债、婚姻、家庭、继承、刑法、



司法的相应内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古希腊法概述 

1. 识记：（1）古希腊法的概念；（2）古希腊法的特征。 

2. 领会：（1）古希腊法的历史地位；（2）古希腊法的

发展历程。 

3. 简单运用：（1）古希腊法形成、发展、演变有哪些特

点。 

  （二）雅典法 

1. 识记：（1）雅典民主制；（2）雅典民主制的局限性。 

2. 领会：（1）雅典法的所有权、债、婚姻、家庭、继承、

刑法、司法的相关内容。 

3. 综合运用：（1）雅典民主制在西欧法治传统发展过程

中占据何种地位；（2）雅典民主制的形成原因包括哪些。 

 

第四章  罗马法 

一、课程内容 

（一）罗马法的形成及其特点 

1. 罗马法的定义。 

2．罗马法的形成。 

3．罗马法的发展和演变。 

4. 罗马法的形成和发展特点。 

（二）罗马私法的体系及其基本内容 

1．罗马法的体系的分类。 



2．罗马法的体系及其基本内容。 

（三）罗马法的复兴及其对后世立法的影响 

二、自学要求 

1. 掌握罗马法的概念。 

2. 了解罗马法的形成过程及其几个时期的发展和演变。 

3. 掌握罗马法形成和发展的特点。 

4. 掌握罗马法体系的分类。 

5. 掌握罗马法司法的体系及其基本内容。 

6. 了解罗马法是如何复兴的。 

7. 掌握罗马法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有哪些。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罗马法的形成及其特点 

1. 识记：（1）罗马法的概念；（2）古希腊法的特征；

（3）罗马法的形成有何特点；。 

2. 领会：（1）罗马法是如何形成的；（2）罗马法的发

展及演变。 

  （二）罗马私法的体系及其基本内容 

1. 识记：（1）罗马法体系的四种分类方式及内容；（2）

罗马法私发中关于人法的内容；（3）罗马法私法中关于物

法基本内容。 

2. 领会：（1）（2）罗马法私法中物法里关于诉讼法的

基本内容。 

2. 简单运用：（1）为何说罗马法是古代最发达的法的原

因。 



（三）罗马法复兴及其对后世立法的影响 

1. 识记：（1）罗马法对后世立法的具体表现；（2）罗

马法对后世立法产生如此巨大的原因。 

2. 综合运用：（1）罗马法在中世纪欧洲复兴的表现和原

因是什么。 

 

第五章  日耳曼法 

一、课程内容 

（一）日耳曼法概述 

1. 日耳曼法的概念。 

2．日耳曼法的发展。 

（二）日耳曼法的基本内容 

1．国王的权力体制。 

2．财产制度。 

3. 债权制度。 

4. 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 

5. 刑事制度。 

6. 司法制度。 

（三）日耳曼法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1. 日耳曼法的特点。 

2. 日耳曼法的历史地位。 

二、自学要求 

1. 掌握日耳曼法的概念。 

2. 了解日耳曼法的起源及其发展。 



3. 了解日耳曼王国的权力体制。 

4. 了解日耳曼法中的财产制度、债权制度、刑事制度、

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 

5. 掌握日耳曼法的司法制度。 

6. 掌握日耳曼法的特点。 

7. 掌握日耳曼法在法制史中的历史地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日耳曼法概述 

1. 识记：（1）日耳曼法的概念；（2）日耳曼法形成和发

展中的主要渊源；（3）日耳曼法与罗马法并存。 

2. 领会：（1）日耳曼法的起源；（2）日耳曼法的发展

及演变。 

  （二）日耳曼法的基本内容 

1. 识记：（1）日耳曼法中关于司法制度的基本内容。 

2. 领会：（1）日耳曼法下王国的权力体制；（2）日耳

曼法中关于财产制度、债权制度、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3）

日耳曼法中关于刑事制度的相关内容。 

（三）日耳曼法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1. 识记：（1）日耳曼法的特点。 

2. 简单运用：（1）如何理解日耳曼法的历史地位。 

 

第六章  教会法 

一、课程内容 

（一）教会法概述 



1. 教会法的概念。 

2. 教会法的发展。 

3. 教会法的渊源 

（二）教会法的主要内容 

1．神职人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2．财产制度。 

3. 契约制度。 

4. 婚姻与继承制度。 

5. 犯罪和刑罚制度。 

6. 司法制度。 

（三）教会法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1. 教会法的基本特征。 

2. 教会法的影响。 

二、自学要求 

1. 掌握教会法的概念。 

2. 掌握教会法演变过程中的四个主要阶段。 

3. 掌握教会法的几个主要渊源。 

4. 了解教会法中关于财产制度、契约制度、犯罪与刑罚

制度的基本内容。 

5. 掌握教会法中关于婚姻与继承制度的主要内容。 

6. 掌握教会法中司法制度的基本内容。 

7. 掌握教会法的基本特征。 

8. 掌握教会法的历史地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教会法概述 

1. 识记：（1）教会法的概念；（2）教会法的主要渊源；

（3）教会法演变的主要阶段。 

  （二）教会法的主要内容 

1. 识记：（1）教会法中关于婚姻与继承的基本内容；（2）

教会法中关于司法制度的基本内容。 

2. 领会：（1）教会法中关于财产制度、契约制度、犯罪

与刑罚制度的基本内容。 

（三）教会法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1. 识记：（1）教会法的基本特征。 

2. 综合运用：（1）教会法对西方近代法律的影响体现在

哪些方面。 

 

第七章  中世纪城市法与商法 

一、课程内容 

（一）城市法 

1. 城市法概述。 

2. 城市法的基本内容。 

3. 城市法的历史地位。 

（二）商法 

1．商法的形成与发展。 

2．商法的主要渊源。 

3. 商法的主要内容。 

二、自学要求 



1. 了解城市法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2. 了解城市法的主要渊源。 

3. 掌握城市法中和民事法律、行会制度有关的基本内容。 

4. 掌握城市法的历史地位。 

5. 了解商法与海商法的形成与发展。 

6. 掌握海商法的主要渊源。 

7. 了解商法的主要内容。 

8. 掌握商法的影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城市法 

1. 识记：（1）城市法基本内容中和民事法律、行会制度

有关的基本内容。 

2. 领会：（1）城市法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2）城市

法的主要渊源；（3）城市刑法和诉讼制度。 

  （二）商法 

1. 识记：（1）商法的主要渊源（2）商法的历史影响。 

2. 领会：（1）商法和海商法的形成和发展；（2）商法

的主要内容。 

 

第八章  伊斯兰法 

一、课程内容 

（一）伊斯兰法概述 

1. 伊斯兰法的概念。 

2. 伊斯兰法的基本特征。 



（二）伊斯兰法的历史沿革 

1．先知穆罕默德时期。 

2．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 

3. 伍麦叶王朝时期。 

4. 阿拔斯王朝时期。 

5. 保守稳定时期。 

6. 近现代时期。 

（三）伊斯兰法渊源及其在文化体系形成中的作用 

1．伊斯兰法渊源。 

2．法的渊源在伊斯兰文化体系形成中的作用。 

（四）伊斯兰法的主要内容 

1．调整人与真主之间关系的宗教规范。 

2．调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 

（五）伊斯兰法学家的历史贡献 

1．建立了伊斯兰法系。 

2．构建了伊斯兰法理学体系。 

3. 推动了阿拉伯语和《古兰经》的研究。 

4. 推动了社会发展的步伐。 

二、自学要求 

1. 掌握伊斯兰法的概念。 

2. 掌握伊斯兰法的基本特征。 

3. 掌握伊斯兰法的大致发展过程。 

4. 了解近现代时期伊斯兰法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 

5. 掌握伊斯兰法的四个主要渊源。 



6. 了解伊斯兰法的法律渊源中关于辅助法的渊源。 

7. 了解法的渊源在伊斯兰文化体系形成中的作用。 

8. 掌握伊斯兰法的主要内容，能概括出其包括的两大方

面。 

9. 了解伊斯兰法学家的历史贡献。 

10.掌握伊斯兰法的历史地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伊斯兰法概述 

1. 识记：（1）伊斯兰法的概念。（2）伊斯兰法的基本

特征。 

  （二）伊斯兰法的历史沿革 

1. 识记：（1）伊斯兰法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2. 领会：（1）近现代时期伊斯兰法发展的三个阶段。 

（三）伊斯兰法渊源及其在文化体系形成中的作用 

1. 识记：（1）伊斯兰法的四个主要渊源。 

  2. 简单运用：（1）法的渊源在伊斯兰文化体系形成中的

作用。 

（四）伊斯兰法的主要内容 

1. 识记：（1）伊斯兰法主要内容中“调整人与真主之间

关系的宗教规范”和“调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规范”的主要

方面。 

 （五）伊斯兰法学家的历史贡献 

1. 简单运用：（1）伊如何看待伊斯兰法学家的历史贡献。

（2）伊斯兰法的历史地位。 



 

第九章  英国法 

一、课程内容 

（一）英国法概述 

1. 英国法的形成与发展。 

2. 英国法的渊源。 

（二）宪法 

1．英国宪法的渊源。 

2．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3. 英国宪法的特点。 

（三）财产法 

1．财产的分类。 

2．地产制。 

3. 信托制。 

（四）契约法 

1．历史概况。 

2．契约的概念和要素。 

3. 对价制度 

（五）侵权行为法 

1．概述。 

2．各种侵权行为。 

3. 侵权行为责任原则。 

（六）家庭法和继承法 

1．概述。 



2．家庭法。 

3. 继承法。 

（七）刑法 

1．概述。 

2．犯罪的概念和分类。 

3. 刑罚。 

（八）诉讼法 

1．法院组织。 

2．陪审制度。 

3. 辩护制度。 

（九）英国法的历史地位 

1．英国法的影响。 

2．普通法系。 

二、自学要求 

1. 了解英国法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 

2. 掌握英国法的法律渊源中关于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

内容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解制定法及制定法与判例法的关

系。 

3. 掌握英国宪法的渊源。 

4. 掌握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及特点。 

5. 了解英国法中对财产的分类及地产制与信托制的内容。 

6. 了解契约法的概念和要素，并理解协议与对价的内涵。 

7. 了解英国法中包含的各种侵权行为。 

8. 掌握侵权行为责任原则。 



9. 了解英国法中的婚姻法和家庭法的相关内容。 

10.掌握英国法中关于现代刑罚的具体内容。 

11.掌握英国法中有关陪审制度和辩护制度的相关内容。 

12.掌握英美法系的形成及特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英国法概述 

1. 识记：（1）普通法的概念与特征；（2）衡平法的概

念及相关权利救济方法；（3）衡平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及其

对英国的发展；（4）制定法与判例法的关系。 

2. 领会：（1）英国法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 

3. 简单运用：（1）普通法“程序先于权利”的特征是如

何形成的；（2）衡平法的概念及其与普通法的区别，同时

论述其对英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二）宪法 

1． 识记：（1）英国宪法的渊源；（2）英国宪法的基本

原则；（3）英国宪法的特点。 

（三）财产法 

1．识记：（1）财产法中关于信托制的相关内容。 

2．领会：（1）财产法的财产分类相关内容；（2）财产

法中地产制的相关内容。 

（四）契约法 

1．领会：（1）契约的概念和要素；（2）对价制度的概

念和原则。 

（五）侵权行为法 



1．识记：（1）侵权行为责任原则。 

2．领会：（1）各种侵权行为。 

（六）家庭法和继承法 

1．领会：（1）婚姻法和家庭法的基本内容。 

（七）刑法 

1．识记：（1）英国法中关于犯罪的概念和分类；（2）

英国现代刑罚的具体内容。 

（八）诉讼法 

1．识记：（1）英国法院组织从层次上和案件性质上分类

的内容。 

2. 综合运用：（1）英国陪审制度的起源、演变及运用。 

3. 简单运用：（1）英国法独特的对抗制诉讼方式和独特

的律师制度。 

（九）英国法的历史地位 

1．识记：（1）普通法系的特点。 

2．领会：（1）英国法的影响。 

 

第十章  美国法 

一、课程内容 

（一）美国法的形成及发展 

1. 美国法的起源（殖民地时期）。 

2. 美国法的形成（1776 年—19 世纪中叶）。 

3. 美国法的发展（19 世纪中叶以后）。 

（二）宪法 



1．宪法的历史渊源。 

2．《1787 联邦宪法》。 

（三）行政法 

1．美国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 

2．行政法的基本内容。 

3. 行政法的特点。 

（四）财产法 

1．财产法的渊源。 

2．财产法的基本原则。 

3. 不动产法。 

4. 动产法 

5. 信托财产制度。 

（五）契约法 

1．契约法的起源。 

2．契约法的主要内容。 

3. 契约法的发展。 

（六）侵权行为法 

1．侵权行为法的渊源。 

2．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 

（七）婚姻家庭法 

（八）公司法和破产法 

1．公司法。 

2．破产法。 

（九）反垄断法与社会立法 



1．反垄断法。 

2．劳工法。 

3. 社会福利法。 

（十）刑法 

1．刑法的结构体系。 

2．刑法的发展历史。 

3. 犯罪的概念和分类。 

（十一）司法制度 

1．法院组织。 

2. 诉讼制度。 

3. 社会福利法。 

（十二）美国法的历史地位 

1．美国法的历史地位。 

2．美国法与英国法的联系与区别。 

二、自学要求 

1. 了解美国法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2. 了解美国宪法的历史渊源。 

3. 了解《1787 年联邦宪法》的制定过程并掌握该宪法确

立的基本原则。 

4. 掌握《1787 联邦宪法》的宪法修正和宪法解释。 

5. 了解对美国宪法的评价。 

6. 了解美国行政法的形成、发展及基本内容。 

7. 了解美国财产法的渊源、基本原则及对财产的划分。 

8. 掌握美国财产法中动产和不动产的相关内容。 



9. 了解美国契约法的主要内容及发展现状。 

10.掌握美国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 

11.了解美国婚姻家庭法的主要内容。 

12.了解美国公司法及破产法的主要内容。 

13.掌握美国反垄断法律体系的形成及反托拉斯法的基本

内容。 

14.了解美国劳工法及社会福利法的相关内容。 

15.了解美国刑法的结构体系、历史发展及概念与分类。 

16.掌握美国司法制度中关于法院组织、诉讼制度的具体

内容。 

17.了解美国法的历史地位，掌握美国法与英国法的联系

与区别。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美国法的形成及发展 

1. 领会：（1）美国法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发展特点。 

2. 简单运用：（1）怎样理解美国法在继承英国普通法的

基础上获得独创性发展。 

（二）宪法 

1．识记：（1）《1787 年联邦宪法》的构成及基本原则；

（2）对美国宪法的评价。 

2．领会：（1）美国宪法的历史渊源；（2）《1787 年联

邦宪法》制定过程。 

（三）行政法 

1．识记：（1）美国行政法的构成模块。 



2．领会：（1）美国行政法的形成与发展；（2）美国行

政法的特点。 

（四）财产法 

1．识记：（1）财产法所划分的不动产和动产的相关内容。 

2．领会：（1）美国财产法的渊源、基本原则；（1）美

国财产法的信托财产制度。 

（五）契约法 

1．领会：（1）契约法的渊源与发展；（2）契约法的主

要内容。 

（六）侵权行为法 

1．识记：（1）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 

2．领会：（1）19 世纪下半叶侵权行为法发生的变化。 

（七）公司法和破产法 

1．领会：（1）美国公司法和破产法的演变与发展过程。 

（九）反垄断法与社会立法 

1．识记：（1）美国反垄断法律体系的形成；（2）反托

拉斯法的基本内容。 

2．领会：（1）劳工法及社会福利法的相关内容。 

（十）刑法 

1．领会：（1）美国刑法发展的大致脉络；（2）美国刑

法中关于犯罪的概念和分类。 

（十一）司法制度 

1．识记：（1）美国司法制度中关于法院组织的内容；（2）

美国司法制度中关于诉讼制度的相关内容。 



（十二）美国法的历史地位 

1．简单运用：（1）美国法的历史地位；（2）美国法与

英国法的共性与个性。 

 

第十一章  法国法 

一、课程内容 

（一）法国法的形成及发展 

1. 法兰西独立国家的形成至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法。 

2. 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法国法。 

（二）宪法 

1．大革命与宪法。 

2．后革命时代的宪法。 

3. 法国宪法史的主要特征。 

（三）行政法 

1．行政法院与行政诉讼。。 

2．行政法的主要特点。 

（四）民商法 

1．1804 年《法国民法典》。 

2．1807 年《法国商法典》。 

（五）刑法 

1．1810 年《法国刑法典》。 

2．1994 年《法国刑法典》。 

3. 契约法的发展。 

（六）诉讼与司法制度 



1．民事诉讼法。 

2．刑事诉讼法。 

3. 司法组织体系。 

（七）法国法的历史地位 

1．法国法的历史地位。 

2．法国法与大陆法系。 

二、自学要求 

1. 了解法兰西独立国家形成至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法。 

2. 掌握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法国法。 

3. 了解法国宪治史的三个时期，掌握《人权宣言》、《1971

年宪法》、《1973 年宪法》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 

4. 了解后革命时代的宪法的相关内容。 

5. 掌握法国宪法史的主要特征。 

6. 了解法国行政法的历史地位及行政法院和行政诉讼的

相关内容。 

7. 掌握法国行政法的主要特点。 

8. 掌握 1804 年《法国民法典》的历史贡献、主要内容及

其对近代民法产生重要影响的四大原则。 

9. 了解 1807 年《法国商法典》的历史地位及特色条款。 

10.了解 1810 年《法国刑法典》和 1994 年《法国刑法典》

的区别及演进。 

11.了解法国婚姻家庭法的主要内容。 

12.了解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的演进过程及

各演进阶段法典的典型特征。 



13.了解并掌握法国的司法组织与检察机关。 

14.掌握法国法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大陆法系的关系。 

15.掌握大陆法系的特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法国法的形成及发展 

1. 领会：（1）法兰西独立国家的形成至法国大革命前的

法国法；（2）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法国法。 

2. 简单运用：（1）拿破仑的统治与法国近代法律体系形

成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二）宪法 

1．识记：（1）《人权宣言》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2）

1971 年宪法的历史意义及主要内容；（3）1973 年宪法的历

史意义；（4）法国宪法史的主要特征。 

2. 领会：（1）后革命时代的宪法包括哪些及其名称和主

要内容。 

3. 简单运用：（1）法国为什么被称为“宪法的试验场”？

法国宪治体制经历了哪些反复与变动。 

（三）行政法 

1．识记：（1）法国在现代行政法史上的地位；（2）行

政法院组织体系；（3）法国行政诉讼的原则、特征；（4）

法国行政法的主要特点。 

（四）民商法 

1．识记：（1）1804 年《法国民法典》的渊源、基本内容

及其特点；（2）1804 年《法国民法典》的历史贡献及其影



响；（3）1807 年《法国商法典》的历史地位与特色内容。 

2. 领会：（1）1804 年《法国民法典》和 1807 年《法国

商法典》的立法背景。 

（五）刑法 

1．领会：（1）1810 年《法国刑法典》的主要特点； 

（2）1994 年《法国刑法典》的相关内容。 

（六）诉讼与司法制度 

1.识记：（1）法国司法组织的具体内容；（2）法国的检

察制度的相关内容。 

2．领会：（1）1806 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1975 年

《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大致内容及主要特点。（2）1808

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1958 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的

内容变化及各自特点。 

（七）法国法的历史地位 

1．识记：（1）法国法在世界法制史上的历史地位；（2）

法国法与大陆法系的区别；（3）大陆法系的特点。 

2. 综合运用：（1）两大法系的基本区别有哪些？最近几

十年来两大法系日益接近，具体有哪些表现。 

 

第十二章  德国法 

一、课程内容 

（一）德国法的形成与发展 

1. 前德意志帝国时代的法律。 

2. 近、现代德国法的形成和发展。 



（二）宪法 

1．宪法的成长。 

2．德意志帝国宪法。 

3. 魏玛宪法。 

4. “波恩基本法”的适用和修改。 

（三）行政法 

1．德国行政法的形成。 

2．德国行政法的基本制度。 

3. 德国行政法的发展。 

4. 德国行政法的基本特点。 

（四）民商法 

1．民商法的历史渊源。 

2．1900 年民法典、商法典及其发展。 

（五）经济与社会立法 

1．经济法。 

2．劳资关系法。 

3. 社会保障法。 

（六）刑法 

1．1871 年刑法。 

2．1975 年刑法。 

3. 经济刑法的形成与发展。 

（七）司法制度 

1．1877 年的诉讼法典。 

2．现代司法制度的发展。 



3．现代司法制度的特点。 

（八）德国法的历史地位 

1．德国法的历史地位。 

2．德国法与法国法的联系与区别。 

二、自学要求 

1. 了解德国封建法的渊源及其主要特征。 

2. 了解近、现代德国法的形成与发展。 

3. 掌握《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4. 了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几个重要内容。 

5. 了解德国行政法的形成。 

6. 了解德国行政法的基本制度和德国行政法的发展。 

7. 了解行政法的基本特点。 

8. 了解德国民商法的历史渊源。 

9. 了解 1900 年民法典的基本特点和意义。 

10.了解 1900 年商法典的主要内容。 

11.了解德国经济法、劳资关系法和社会保障法的主要内

容。 

12.了解德国 1871 年刑法典、1975 年刑法典的主要内容及

特点。 

13.了解德国 1877 年诉讼法典的内容。 

14.掌握德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和现代司法制度的发展。 

15.掌握德国法的独创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16.了解德国法与法国法的联系与区别。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德国法的形成与发展 

1.领会：（1） 前德意志帝国时代的法律；（2）近、现

代德国法的形成和发展。 

（二）宪法 

1．识记：（1）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2）

魏玛宪法的主要内容。 

2. 领会：（1）“波恩基本法”的适用和修改。 

（三）行政法 

1. 领会：（1）德国行政法的形成；（2）德国行政法的

基本制度；（3） 德国行政法的发展；（4）德国行政法的

基本特点。 

（四）民商法 

1．领会：（1）民商法的历史渊源；（2）1900 年民法典

的基本特点和意义；（3）1900 年商法典的基本内容及其发

展变化。 

（五）经济与社会立法 

1．领会：（1）经济法、劳资关系法、社会保障法的产生

及发展变化。 

（六）刑法 

1．领会：（1）1871 年刑法典的内容主要特点；（2）1975

年刑法典的内容及主要特点。 

（七）司法制度 

1．识记：（1）现代司法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各州设立的相

应法院；（2）现代司法制度的特点。 



（八）德国法的历史地位 

1．简单运用：（1）德国法的独创性及德国法与法国法的

联系与区别。 

 

第十三章  日本法 

一、课程内容 

（一）日本法的形成与发展 

1. 日本封建法概述。 

2. 近代以来日本法的发展。 

（二）宪法 

1．明治宪法。 

2．日本国宪法。 

（三）行政法 

1．日本行政法的形成和发展。 

2．日本行政法的基本内容。 

3. 日本行政法的基本特点。 

（四）民商法 

1．明治民法。 

2．民法的发展。 

3. 明治商法及商法的发展。 

（五）经济与社会立法 

1．日本经济法的兴起和发展。 

2．日本经济法的基本内容。 

3. 日本的社会立法。 



（六）刑法 

1．1907 年日本刑法。 

2．刑法的发展。 

（七）司法制度 

1．日本的司法组织。 

4．日本的诉讼制度。 

5．日本近期的司法改革。 

（八）日本法的历史地位 

1．日本法与大陆法系。 

2．日本法与英美法系。 

3. 日本法的历史地位。 

二、自学要求 

1. 了解日本封建法的演变阶段及基本内容。 

2. 了解近代以来日本法的发展。 

3. 了解《明治宪法》的特点及主要内容。 

4. 掌握《日本国宪法》的几个主要原则。 

5. 了解日本行政法的形成和发展。 

6. 了解日本行政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 

7. 了解明治民法的特点及其沿革方向。 

8. 了解明治商法的兴起和发展。 

9. 了解日本的经济立法、社会立法的主要内容。 

10.掌握日本新刑法的主要变化。 

11.了解日本的司法组织、诉讼制度和近期的司法改革。 

12.掌握日本法和英美法系、日本法和大陆法系间的关系。 



13.掌握日本法的历史地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日本法的形成与发展 

1. 领会：（1）日本封建法演变的三个阶段；（2）日本

封建法的基本内容；（3）日本封建法的特点；（4）明治维

新和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经历的两个时期。 

（二）宪法 

1．识记：（1）《日本国宪法》的几个主要原则。 

2．领会：（1）明治宪法的内容特征。 

（三）行政法 

1．领会：（1）日本行政法的形成和发展；（2）日本行

政法的基本内容；（3）日本行政法的基本特点。 

（四）民商法 

1．领会：（1）明治民法的特点及主要内容；（2）日本

民法发展变化的主要方面；（3）明治商法及商法的发展。 

（五）经济与社会立法 

1．领会：（1）日本经济法的兴起和发展；（2）日本经

济法的基本内容；（3）日本的社会立法。 

（六）刑法 

1．领会：（1）1907 年日本刑法的主要内容及新刑法与就

刑法间的差异；（2）刑法的发展与沿革。 

（七）司法制度 

1. 领会：（1）日本的司法组织；（2）日本的诉讼制度；

（3）日本近期的司法改革。 



2. 简单运用：（1）日本司法领域最近有哪些变革。 

（八）日本法的历史地位 

1. 领会：（1）日本法与大陆法系的关系；（2）日本法

与英美法系的关系；（3）日本法的历史地位。 

 

第十四章  俄国法 

一、课程内容 

（一）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法 

1. 古罗斯时期。 

2. 中央集权制形成时期。 

3. 俄罗斯帝国时期。 

4. 封建俄国法的主要特点 

（二）苏联时代的法律制度 

1．社会主义法的创立和苏联时代法的发展。 

2．宪法。 

3. 民法。 

4. 刑法。 

（三）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法 

1．1993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 

2．俄罗斯联邦民事和经济立法。 

3. 刑事立法。 

二、自学要求 

1. 了解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法的三个发展阶段。 

2. 掌握封建俄国法的主要特点。 



3. 了解苏联时代法的发展的主要内容。 

4. 了解 1918 年苏俄宪法的主要内容。 

5. 掌握 1977 年苏联宪法的主要变化及主要修改内容。 

6. 了解 1922 年《苏俄民法典》及 1922 年《苏俄刑法典》。 

7. 了解 1993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的主要特点。 

8. 了解俄罗斯联邦民事、经济立法和刑事立法。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法 

1. 识记：（1）封建俄国法的主要特点。 

2. 领会：（1）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法律发展的三个阶段。 

（二）苏联时代的法律制度 

1．领会：（1）社会主义法的创立和苏联时代法的发展；

（2）1977 年苏联宪法的主要变化及主要内容；（3）苏俄民

法典和苏俄刑法典的主要内容。 

（三）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法 

1．领会：（1）1993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的主要特点； 

（2）俄罗斯联邦的民事和经济立法；（3）俄罗斯联邦的刑

事立法。 

 

第十五章  欧洲联盟法 

一、课程内容 

（一）欧洲联盟法概述 

1. 欧盟法的性质。 

2. 欧盟法的形成与发展。 



3. 欧盟法的渊源。 

（二）欧盟法的基本内容 

1．欧盟调整内部关系的法律。 

2．欧盟对外关系法。 

3. 内政事务与司法合作。 

4. 欧盟司法制度。 

二、自学要求 

1. 掌握欧盟法的几个重要性质。 

2. 了解欧盟法的形成与发展。 

3. 掌握欧盟法的渊源。 

4. 了解欧盟调整内部关系法律的主要内容。 

5. 了解欧盟对外关系法律的主要内容。 

6. 了解欧盟法院的组成及欧盟法院诉讼程序。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欧洲联盟法概述 

1. 识记：（1）欧盟法的性质；（2）欧盟法的渊源。 

2. 领会：（1）欧盟法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 

（二）欧盟法的基本内容 

1．领会：（1）欧盟调整内部关系的法律；（2）欧盟对

外关系法；（3）内政事务与司法合作；（4）欧盟司法制度。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 I )、领会（ II )、

简单运用（ III )和综合运用（ IV ）四个层次规定其

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这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等级关系。

四个能力层次的含义分别是： 

识记（ I )：要求考生识别和记忆知识点的主要内容，

如定义、特点、原则等，并做出正确的表述、判断和选择。 

领会（ II )：要求考生能够全面领悟和理解相关知

识点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能掌握和分析有关概念和原理

的区别与联系，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相关问题做出

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运用（III )：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掌握的知识点，

分析相关问题，得出正确的判断或结论，并能正确地把分析

过程表达出来。或者能运用本课程的个别知识点，简要分析

和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简单问题。 

综合运用（ IV )：要求考生能够综合运用本课程的

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

际问题。或者能综合运用本课程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

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的高低

不是一个概念。试题的难易程度是指思维过程的复杂程度和

分析处理的简繁、技巧。能力层次体现的是外国法制史相关



知识点的理解程度，以及对外国法制史的综合运用能力，在

各个层次中，有不同难易度的试题，切勿混淆。 
相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制定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及其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结

合自学考试特点而确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

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度广度，

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社会助学组

织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自学者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

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自学要求 

本大纲根据法律事务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规定了

《外国法制史》课程学习的内容、范围与标准，其目的是对

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在自

学时要求学生一定要依托大纲找准考点，吃透教材同时吸收

相应世界历史的知识，以更好理解外国法制史的内容。 

三、自学方法指导 

1.依托大纲，熟读教材 

大纲是自学和考试的依据，依托大纲来学习，有助于提

纲挈领地掌握全部教材的结构、逻辑，准确掌握考试的要求，

提高学习的效率。在掌握大纲要求的基础上熟读教材，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以及他们之间

的内在联系。 



2.全面把握，重点突出 

学习务必全面、系统，切忌无条理、无联系。为此，一

定要依据大纲所确定的基本线索，把握教材的各个部分的内

在联系，重点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运用

教材中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去解决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

于教材中的有关外国法制史的重要理论和制度的重点章节，

尤其应当作为重点来掌握。 

3.广泛阅读，学以致用 

本书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比较多，如果要进一步深入理

解教材的内容，还应当广泛阅读世界历史；此外，外国法制

史虽然较为抽象，但其对我国法治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因此，在学习的同时更应当关注其与我国法治实践的结

合，以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践问题。 

四、应考指导 

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识记的知识点都将作为考核的

内容。课程中各章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

中会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中所规定的

考试内容是以分解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种知识

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考试者

应以各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认真复习和应考。 

五、助学建议 

1.应当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核目标，认真钻

研制定教材，找到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充实知识。 



2.要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自

学应考者将识记、领会同应用联系起来，把基础知识和基础

理论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提

高自学应考者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助学者应当明确：在考试之日起 6 个月前，有全

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将

列入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

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 

六、命题考试的规定 

1.本课程命题考试的范围为本大纲各章所列考核知识

点规定的内容。试题的覆盖面全，楔形文字法、古代印度法、

古希腊法、罗马法占比 30%，日耳曼法、教会法、中世纪城

市法与商法、伊斯兰法占比 25%，英国法、美国法、法国法

占比 30%，德国法、日本法占比 10%，俄国法与欧洲联盟法

占比 5%。 

2.本课程所涉考题的考试难度适中，旨在考察考生对外

国法制史的基础掌握情况。在一份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

求的分数比例约为：识记类 20%，领会类 30%，简单应用类

30%，综合应用类 20%. 

3.合理安排难度结构，做到难易适中。试题难易分为易、

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的分

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 

3.本课程考试采用的题型主要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



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