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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章节提要】

本章知识点较为细碎，考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勤翻书加以牢记。对于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要有清晰的区分，在

归责和免责部分，要熟练掌握归责的原则和免责的具体条件，注意免责与“不负责任”“无责任”的区别，以应付

考试中题目的灵活多变。

一、单项选择题

1.以下关于法律责任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法律责任与其他社会责任的区别在于，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

B.法律责任具有国家强制性

C.法律责任的产生原因是违法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两种

D.法律责任的目的是通过其惩罚、救济和预防三项功能的发挥来实现的

2.司法机关对于犯罪者根据其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确定和实施的强制性惩罚措施指的是（ ）

A.民事制裁 B.刑事制裁

C.行政制裁 D.违宪制裁

3.关于法律责任，下列不正确的是（ ）

A.法律责任不全是过错责任

B.法律责任是法律制裁的前提

C.法律责任不必然导致法律制裁

D.法律责任是由特定国家机关对违法者根据其违法行为而采取的惩罚措施

4.以下列举的情况，不是必然导致法律责任的是（ ）

A.某公司临近年终，老板要求职工每天工作 16 小时，加班费每小时支付 5 元

B.小王向检察机关举报某单位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事实，检察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

C.公交乘务员小王多次提醒抱孩子的乘客坐稳扶好，乘客没有听从因走动而摔倒

D.商场停车场向停车司机收取停车费用不给收据

5.下列选项中，属于法定的法律责任免除事由的是（ ）

A.自首并重大立功

B.未达到法定责任年龄

C.紧急避险

D.精神失常

6.小王酒后驾车，闯红灯将三人撞成重伤。他应当受到的法律制裁是（ ）

A.行政处罚 B.民事制裁

C.刑事制裁 D.行政处分

7.法律责任最基本的功能是（ ）

A.制裁 B.惩罚

C.报应 D.预防

8.将法律制裁分为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刑事制裁和违宪制裁的标准是（ ）

A.根据违法者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内容

B.追究法律责任的程序

C.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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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的性质

9.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法律责任的追究应当遵循人道主义原则

B.党的监督属于国家监督

C.有法律责任必然会受到法律制裁

D.违反道德的行为一定是违法行为

10.罚款和没收财产（ ）

A.均属于行政制裁

B.均属于刑事制裁

C.前者属于行政制裁，后者属于刑事制裁

D.前者属于刑事制裁，后者属于行政制裁

11.关于法律责任，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刑事责任可以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承担

B.民事责任不具有惩罚的功能

C.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人身责任

D.违宪责任产生的原因是违宪行为

12.法律责任的轻重和种类应当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体现了（ ）归责原则

A.责任自负 B.责任法定

C.因果关系 D.责任与处罚相称

13.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式是（ ）

A.刑事制裁 B.民事制裁

C.行政制裁 D.违宪制裁

14.关于法律制裁，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罚金与罚款没有性质上的区别

B.行政处分不属于法律制裁

C.民事制裁都是财产制裁

D.法人可以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

15.某乡镇民政办公室主任万某利用其掌握的乡镇户籍低保资格复核权，收受申请人好处费，被上级机关撤销

主任一职。万某受到的法律制裁属于（ ）

A.行政处罚 B.刑事制裁

C.民事制裁 D.行政处分

16.下列属于免责条件的是（ ）

A.自首、立功

B.正当防卫

C.精神失常

D.未达到法定责任年龄

二、多项选择题

1.以下选项中，属于法律责任产生原因的是（ ）

A.违法行为 B.违约行为

C.法律规定 D.违背道德

2.下列关于法律责任的构成，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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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法律责任的构成是国家机关要求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时进行分析、判断的标准

B.违法行为是一切法律责任产生的前提，没有违法行为就没有法律责任

C.有些法律责任的承担不以实际损害结果的存在为条件

D.法律归责原则上要求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3.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实践中，属于免责条件的是（ ）

A.时效免责 B.不诉免责

C.自助免责 D.自首立功免责

4.在我国，行使违宪制裁权的国家机关是（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C.国务院

D.最高人民检察院

5.下列选项中，属于我国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是（ ）

A.责任法定原则

B.责任与处罚相称原则

C.因果关系原则

D.责任自负原则

6.小王把小李打成重伤，小李住院治疗花费人民币十万余元。小王应负（ ）

A.行政责任 B.刑事责任

C.民事责任 D.违宪责任

7.免责是法律责任的免除，包括若干情况。下列属于人道主义免责的是（ ）

A.小王因正当防卫而伤人

B.小杨作为法盲而犯法，法官酌情减轻了一定责任

C.小李精神失常而抢取他人财物

D.小刘因家境窘困无力履行合同而违约

8.下列属于行政处分的惩罚措施的是（ ）

A.罚款 B.没收违法所得

C.记过 D.开除

三、简答题

1.简述违法行为、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联系与区别。

2.简述法律责任的构成。

四、分析题

1.付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误解与同事小刘发生口头争执。当天，恰逢小刘心情不好，两人说话语气过重，

扭打到一起，小刘左眼被打伤住院治疗。事后，两人所在的机关单位对小刘作出警告的处分，对付某作出开除公职

的处分，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法院认为，付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并赔偿小刘的医药费。

本材料涉及的法律责任有哪些？各自的含义是什么？

2.小王绑架当地钢管厂主吴某的儿子进行敲诈勒索，吴某报警后警方顺利侦破此案，救出了人质，小王因此被

判处有期徒刑 6年。经过在监狱中的劳动教育改造后，小王改过自新，并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干这种违法乱纪、伤

天害理的坏事”。

请根据以上案例，简要分析法律责任的目的和功能。

五、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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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十一章习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C

【解析】 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

法律责任是社会责任的一种，它与其他社会责任的区别在于，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律责任具有国家

强制性。产生法律责任的原因主要有三类，即违约行为、违法行为和法律规定。C 选项仅仅指出了其中两个原因，

不全面，因此错误。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权力得以生效，在它们受到阻碍而使法律所保

护的利益受到侵害时，通过适当的救济，使对侵害发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消除侵害并尽量减少未来发生侵害的

可能性。法律责任的目的是通过其惩罚、救济和预防三个功能的发挥来实现的。

2.【参考答案】 B

【解析】 刑事制裁是司法机关对于犯罪者根据其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确定和实施的强制性惩罚措施。B 选项

正确。

3.【参考答案】 D

【解析】 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

法律制裁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对违法者（或违约者）依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实施的强制性惩罚措施。D选项混

淆了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的概念，因此选择 D。

4.【参考答案】 C

【解析】 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

公司加班应当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发放加班费，因此属于因违法而造成法律责任。A 选项错误。检察机关应当立案而

不立案，应承担法律责任。B选项错误。乘务员已经尽到了注意的义务，因此不承担法律责任。C选项正确。D 选项

属于违约，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5.【参考答案】 A

【解析】 “免责”不同于“无责任”。免责以法律责任的存在为前提，“无责任”或“不负责任”则是指虽然

行为人事实上或形式上违反了法律，但因其不具备法律上应负责任的条件，故不承担法律责任。BCD 选项属于“无

责任”的情形，不应该选。因此本题选 A。

6.【参考答案】 C

【解析】 醉酒驾车撞人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制裁。C选项正确。

7.【参考答案】 C

【解析】 制裁是法律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但制裁本身并非法律责任的最基本功能。惩罚是制裁的一种。预

防是法律责任的一项功能，但它是最终的功能，而不是最基本的功能。法律责任最基本的功能是报应，因为报应是

受害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和满足，是侵害行为在道义上的一种对价。C 选项正确。

8.【参考答案】 D

【解析】 各种不同的责任的性质不同，实际上是因为其对应的违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不同，所以

国家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的程度不同。根据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的性质不同，法律制裁可以分为刑事制裁、民事制

裁、行政制裁和违宪制裁。D选项正确。

9.【参考答案】 A

【解析】 法律责任的追究，一方面要合乎法律，另一方面也要遵循人道主义原则。二者并不矛盾，各自在一

定范围内起作用。有法律责任不一定必然导致法律制裁，自觉承担法律责任的，不产生法律制裁。C 选项错误。违

反道德的行为并不一定是违法行为，因为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比法律更大。D 选项错误。党的监督属于社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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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并非是国家监督。B选项错误。本题选 A。

10.【参考答案】 C

【解析】 罚款属于行政责任中的行政处罚，没收财产是刑罚中的附加刑。因此前者属于行政制裁，后者属于

刑事制裁。C 选项正确。

11.【参考答案】 B

【解析】 民事责任也包括惩罚功能，如违约金本身就含有惩罚的意思。本题选 B。

12.【参考答案】 D

【解析】 责任与处罚相称原则是指法律公正精神在法律责任归责上的具体体现。其含义是指，法律责任的性

质和违法行为的性质应当相适应，法律责任的轻重和种类应当与违法行为的危害或损害相适应，法律责任的轻重和

种类还应当与行为人主观恶性相适应。D 选项正确。

13.【参考答案】 A

【解析】 刑罚是一种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剥夺人的生命。A 选项错误。

14.【参考答案】 D

【解析】 罚金是刑事制裁，罚款是行政制裁，在性质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A 选项错误。行政处分属于行政制

裁，行政制裁分为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两种形式。B 选项错误。民事制裁既可以是财产制裁也可以是非财产制裁，

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C选项错误。公民和法人都可以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对于单位犯罪，刑法作出了专门

的规定。D选项正确。

15.【参考答案】 D

【解析】 根据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的性质不同，法律制裁可以分为民事制裁、刑事制裁、行政制裁、违宪制

裁。行政制裁又可分为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依照行政隶属关系，对于违法失

职的公务员或者所属人员实施的惩罚措施，主要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行政处罚是指由特

定机关对违反行政法规的公民或者社会组织实施的惩罚措施。违宪制裁是对违宪行为所实施的法律制裁。此题属于

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活动的惩罚，属于行政处分。D 选项正确。答此类题目关键是要抓准主体，在认定主体的基础

上作出正确判断。

16．【参考答案】 A

【解析】 免责不同于“不负责任”或“无责任”，因为免责以法律责任的存在为前提，而后两者并不存在责任。

不应把未达到法定责任年龄、精神失常、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不负法律责任的条件当作免除责任的条件。BCD 选

项属于不负法律责任的条件，不是免责条件，BCD 选项错误。在我国，免责的条件主要包括时效免责、不诉免责、

自首立功免责、有效补救免责、自助免责等。A选项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BC

【解析】 产生法律责任的原因主要有三类：违法行为、违约行为和法律规定。违背道德不是法律责任的产生

原因，故不入选。ABC 选项正确。

2.【参考答案】 ACD

【解析】 一般情形或多数情形下，违法行为是法律责任产生的前提，没有违法行为就没有法律责任。但在特

殊情况下，法律责任的承担不以违法行为为构成条件，而是以法律规定为构成条件。因此，B 选项的说法过于绝对，

不正确。

3.【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实践中，免责条件和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免责的条件主要包括时效免责、

不诉免责、自首立功免责、有效补救免责、自助免责。ABCD 全选。

4.【参考答案】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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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违宪制裁是对违宪行为所实施的一种强制措施。在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委会是行使违宪制裁权的机关。承担违宪责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制裁措施有撤销或改变同宪法

相抵触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罢免违宪的国家机关领导成员等。AB 选项正确。

5.【参考答案】 ABCD

【解析】 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包括责任法定原则、因果关系原则、责任与处罚相称原则、责任自负原则等。

ABCD 全选。

6.【参考答案】 BC

【解析】 小王因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支付小李住院花销。对于把小李打成重伤的情况，小王应承担

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因此选 BC。

7.【参考答案】 BD

【解析】 免责的前提是要有责任的存在，即已经构成法律责任。而小王的正当防卫和小李的精神失常不具有

可追究责任的性质，不会产生法律责任，因而不涉及免责的问题。因此选 BD。

8.【参考答案】 CD

【解析】 根据行政违法的社会危害程度，实施制裁的方式等不同行政制裁可以分为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行

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形式，D 选项正确。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属于行政处罚的种

类。

三、简答题

1.【参考答案】 法律制裁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对违法者（或违约者）依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实施的强制

性惩罚措施。根据违法行为、违约行为和法律责任的性质不同，法律制裁可以分为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

和违宪制裁。

违法行为、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一般情况下，主体的违法行为是法律责任和法

律制裁的共同前提，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都是基于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没有违法行为，就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客观

基础，更谈不上实施法律制裁。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既有密切关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法律责任是法律制裁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制裁是具体承担

法律责任的结果或体现，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方式。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不仅证明了法律制裁的合法性

和正当性，而且还为法律制裁提供了具体的范围、标准和尺度，没有对违法主体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法律制裁

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就会成为任意的暴力。反之，没有法律制裁，法律责任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要注意的是，法

律责任并不等于法律制裁，有法律责任并不一定就有法律制裁。

2.【参考答案】 根据违法行为的一般特点，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概括为责任主体、违法行为、损害结果、

因果关系、主观过错五个方面。

（1）责任主体是指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责任主体必须具有法定责任能力，能够成为违法主体并且承担法律

责任的自然人必须是达到法定年龄并具有责任能力的人；能够成为违法主体并且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必须是能够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或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组织。

（2）违法行为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超越权利的界限行使所谓的权利以及侵权行为的总称。一般情形或

多数情形下，违法行为是法律责任产生的前提，没有违法行为就没有法律责任。

（3）损害结果是指由于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和伤害的事实，包括人身、财产和精神方面的损失和伤害。损

害应当具有确定性，必须是一个确定的现实存在的事实。

（4）因果关系即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因果关系的特

殊形式。法律归责原则上要求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5）主观过错指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在主观上存在的故意或者过失。

四、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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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答案】 材料中涉及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属于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

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向国家所负的一种法律责任，刑事法律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唯一法

律依据。

付某赔偿小刘的医药费，属于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可以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违反民事法

律、违约或者由于民法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救济责任，其功能主要在于救济当事人

的权利，赔偿或补偿当事人的损失。

小刘被警告、付某被开除公职，属于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

2.【参考答案】 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权力得以生效，在它们受到阻碍，从而使法

律所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时，通过适当的救济，使对侵害发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消除侵害并尽量减少未来发生

侵害的可能性。法律责任的目的是通过其三个功能的发挥来实现的：

（1）惩罚功能，就是惩罚违法者和违约人，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

（2）救济功能，即救济法律关系主体受到的损失，恢复受侵害的权利，分为特定救济和替代救济两种。

（3）预防功能，就是通过使违法者、违约人承担法律责任，教育违法者、违约人和其他社会成员，预防违法

犯罪或违约行为。

五、论述题

【参考答案】 法律责任的归责，也叫法律责任的归结，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授权的机关依法对行为

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不同的法律责任具有不同的构成要件。责任的成立与否，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及其

后果是否符合责任的构成要件。

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责任判断过程，判断、确认、追究以及免除责任时必须依照一定的原则。归责的原则是特定

法律制度价值取向的体现，一方面，指导着法律责任的立法，另一方面，指导着法律实施中对责任的认定与归结。

在我国，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责任法定原则、因果关系原则、责任与处罚相称原则、责任自负原则等。

（1）责任法定原则，是指法律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规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

辑结构之中，当出现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时，按照事先规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其包括以下内容：刑事法律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唯一法律依据，罪刑法定；由特定的国家机关或国家授权的机构归责；

反对责任擅断；反对有害追溯；同时，允许人民法院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准确认定和归结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2）因果关系原则，不仅包括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包括人的意志、心理、思想等主观因

素与外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内容包括：在认定行为人违法责任之前，应当首先确认行为与危害或损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在认定行为人违法责任之前，应当首先确认意志、思想等主观方面因素与外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认定行为人违法责任之前，应当区分这种因果关系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3）责任与处罚相称原则，其是法律公正精神在归责原则上的体现。其内容是：法律责任的性质与违法行为

性质应当相适应；法律责任的轻重和种类应当与违法行为的危害或者损害相适应；法律责任的轻重和种类还应当与

行为人主观恶性相适应。

（4）责任自负原则，是指违法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既要保证责任人受到法律追究，又要保证

无责任者不受法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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