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77-综合考试

一、法理学考试大纲

第一编 法理学导论

第一章 法学

第二章 法理学的性质与对象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编 法理学基本概念

第四章 法、法律

第五章 法的渊源、分类和效力

第六章法律体系

第七章 法的要素

第八章 权利和义务

第九章 法律行为

第十章 法律关系

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



第三编 法的起源和发展

第十二章 法的历史

第十三章 法律演进

第十四章 全球化与世界法律发展

第四编 法 的 运 行

第十五章 法的制定

第十六章 法的实施

第十七章 法律程序

第十八章 法律职业

第十九章 法律方法

第五编 法 的 价 值

第二十章 法的价值概述

第二十一章 法的基本价值

第二十二章 法与人权

第六编 法治与法治中国



第二十三章 法治原理

第二十四章 法治与经济和科技

第二十五章 法治与社会发展

第二十六章 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

二、知识产权法考试大纲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知识产权法导论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

第二节 知识产权的对象

第三节 知识产权的分类、性质以及与其他民事财产权利的区别

第四节 知识产权法与民法

第五节 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第二编 著作权法

第二章 著作权法概述

第一节 著作权和著作权法

第二节 著作权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节 我国著作权制度的历史

第三章 著作权的对象

第一节作品的概念

第二节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第三节 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第四章 著作权的内容、取得和期间

第一节著作人身权

第二节 著作财产权

第三节 著作权的取得

第四节 著作权的期间

第五章 著作权的主体

第一节 作者

第二节 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

第三节 合作作品的著作权

第四节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

第五节 演绎作品与汇编作品的著作权

第六节 定作作品的著作权

第七节 视听作品的著作权

第八节 外国人作品在中国的著作权

第六章 邻接权

第一节 邻接权的概念

第二节 表演者权

第三节 录音录像制作者的权利

第四节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

第五节 出版者的权利

第七章 著作权的利用和转移



第一节 著作权的许可使用

第二节 著作权的转让

第三节 著作权的继承

第四节 著作权的其他利用

第五节 违反著作权合同的民事责任

第六节 著作权合同纠纷的调解、仲裁和诉讼

第八章 著作权的限制

第一节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第二节 著作权的法定许可使用

第三节 著作权的强制许可使用

第九章 与著作权有关的行政管理和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第一节 与著作权有关的行政管理

第二节 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第十章 著作权的保护

第一节 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和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司法措施

第二节 侵犯著作权的行政责任

第三节 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

第三编 专利法

第十一章 专利法概述

第一节 专利法的历史与发展

第二节 中国专利制度

第三节 专利制度的特征



第四节 专利制度的有关假说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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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专利权产生的实质条件

第一节 消极条件

第二节 新颖性

第三节 创造性

第四节 实用性

第十四章 专利权产生的形式要件

第一节 专利申请的原则

第二节 专利申请文件

第三节 专利申请的提出

第四节 专利申请的审批

第十五章 专利权的内容

第一节 专利权的内容

第二节 专利权的效力

第三节 专利权人的义务

第四节 专利权的限制

第五节 专利实施许可

第十六章 专利权的主体



第一节 发明人、申请人和专利权人

第二节 职务发明人及其所在单位

第三节 专利权的归属

第十七章 专利权的保护

第一节 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第二节 专利纠纷的解决

第三节 侵犯专利权的法律责任

第四编 商标法

第十八章 商标法概述

第一节 商标概述

第二节 其他商业标记

第三节 商标法概述

第四节 商标法的基本原则

第五节 商标的起源与发展及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之沿革

第十九章 商标权的对象

第一节 商标的分类

第二节 商标使用和注册的消极条件

第三节 注册商标的积极条件

第二十章 商标权

第一节 商标权的概念

第二节 商标权的内容

第三节 商标权的特征



第四节 商标权的主体

第五节 商标权人的义务

第六节 商标权的取得方式

第七节 我国商标权取得的原则

第二十一章 商标注册与注册商标的变动

第一节 商标注册的申请

第二节 商标注册的审查和核准

第三节 注册商标的期限、续展与变更

第四节 注册商标的转让和转移

第五节 注册商标的使用许可

第六节 注册商标的终止

第二十二章 注册商标无效

第一节 导致商标无效的情形

第二节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的程序

第三节 注册商标无效的追溯力问题

第二十三章 商标评审与商标确权制度

第一节 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商标评审的一般规定

第二节 商标复审裁决

第三节 商标确权与商标确权终审制度

第二十四章 驰名商标及其保护

第一节 驰名商标的概念

第二节 驰名商标的认定



第三节 驰名商标的保护

第二十五章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第一节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

第二节 侵犯商标权的表现形式

第三节 认定侵犯商标权的几个问题

第四节 侵犯商标权的法律责任

第五编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六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第一节 不正当竞争概述

第二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第二十七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一节 假冒行为

第二节 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

第三节 商业诋毁行为

第四节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第二十八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民事责任

第二节 行政责任

第三节 刑事责任

第六编 保护知识产权国际条约

第二十九章 保护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概述



第一节 保护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概念和特点

第二节 保护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分类

第三节 保护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影响

第三十章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国际条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的保护

第三十一章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知识产权的内容

第四节 知识产权的实施

第五节 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持及相关程序

第六节 争端的防止和解决

第七节 过渡性安排

第八节 机构安排和*后条款

第三十二章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保护范围

第三节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共同规则

第三十章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第一节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概述



第二节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保护对象的范围

第三节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对著作权的限制

第四节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对作者权利的保护期限

及溯及力

第五节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关于对发展中国家的优

惠的规定

第三十四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与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

（1996 年）

第一节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内容

第二节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

三、民事诉讼法考试大纲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

第一节 民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多元化

第二节 民事诉讼

第三节 民事诉讼法

第二章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第三节 辩论原则

第四节 诚实信用原则

第五节 处分原则



第六节 法院调解原则

第七节 民事检察监督原则

第三章 民事审判基本制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公开审判制度

第三节 合议制度

第四节 回避制度

第五节 两审终审制度

第四章 民事诉权与诉

第一节 民事诉权

第二节 民事之诉

第三节 诉的利益

第四节 诉的标的

第五节 反诉

第六节 诉的合并和变更

第五章 受案范围和管辖

第一节 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第二节 我国法院的结构和职权

第三节 管辖概述

第四节 级别管辖

第五节 地域管辖

第六节 裁定管辖



第七节 管辖权异议与管辖恒定

第六章 民事诉讼参加人

第一节 诉讼当事人概述

第二节 共同诉讼

第三节 代表人诉讼

第四节 民事公益诉讼

第五节 第三人诉讼

第六节 诉讼代理人

第七章 民事诉讼证据

第一节 民事诉讼证据概述

第二节 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

第三节 证据保全

第四节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第八章 证明

第一节 证明对象

第二节 证明责任

第三节 证明标准

第四节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

第五节 质证与认证

第六节 证明妨碍及其救济与制裁

第九章 诉讼保障机制

第一节 期间与送达



第二节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三节 保全与先予执行

第四节 诉讼费用与司法救助

第二编 诉讼程序论

第十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 第一审普通程序概述

第二节 起诉和受理

第三节 审前准备程序

第四节 开庭审理

第五节 案件审理中几种特殊情况的处理

第十一章 法院调解

第一节 法院调解概述

第二节 法院调解的原则
[1]

第三节 法院调解的实施

第四节 调解协议及其效力

第十二章 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

第一节 简易程序

第二节 小额诉讼程序

第十三章 第二审程序

第一节 第二审程序概述

第二节 上诉的提起和受理

第三节 上诉案件的审理



第四节 上诉案件的裁判

第十四章 民事裁判

第一节 民事判决

第二节 民事裁定

第三节 民事决定

第四节 既判力

第五节 公众对裁判文书的阅卷权

第十五章 再审程序

第一节 再审程序概述

第二节 基于审判监督权的再审

第三节 基于检察监督权抗诉的再审与检察建议

第四节 申请再审

第五节 再审事由

第六节 再审案件的审理和裁判

第三编 非诉讼程序论

第十六章 非诉讼程序概述

第一节 非诉讼程序与诉讼程序

第二节 非诉讼程序适用范围

第三节 我国非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

第十七章 特别程序

第一节 特别程序概述

第二节 选民资格案件的审判程序



第三节 宣告公民失踪案件的审判程序

第四节 宣告公民死亡案件的审判程序

第五节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

审判程序

第六节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审判程序

第七节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审理程序

第八节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理程序

第十八章 督促程序

第一节 督促程序概述

第二节 支付令的申请和受理

第三节 支付令的发出和效力

第四节 支付令异议和督促程序终结

第十九章 公示催告程序

第一节 公示催告程序概述

第二节 公示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

第三节 除权判决

第四编 执行程序论

第二十章 执行程序总论

第一节 执行程序概述

第二节 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定

第三节 执行程序的开始

第四节 执行程序的进行



第五节 执行程序的结束

第六节 执行救济

第二十一章 执行程序分论

第一节 执行措施概述

第二节 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

第三节 实现非金钱债权的执行

第四节 保障性执行措施

第五编 涉港澳台及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第二十二章 涉港澳台民事诉讼程序

第一节 涉港澳台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第二节 涉港澳台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三节 区际民事司法协助

第二十三章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第一节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第二节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

第三节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

第四节 涉外民事诉讼的期间和送达

第五节 司法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