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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法学-2013年国家司法考》

内容概要

《政法英杰司考通国家司法考试教材: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核心考点精讲:理论法学》集政法英杰名
师多年司考辅导经验的名师讲义，突显各学科的理论重点，紧扣《理论法学》考试大纲，集中高频考
点，强调重点，突破难点，解析疑点，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方向性，帮助学员在较短时间内把握命题
思路，建立学习框架，夯实理论基础。将历年真题作了深刻的剖析，浓缩教材，解析重点，解惑难点
，探讨疑点，助考生全面掌握命题趋势及司考真谛，又快又好的达到复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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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法理学 第一讲法的本体 第一节法的概念 第二节法的价值 第三节法的要素 第四节法的渊源 第五
节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 第六节法的效力 第七节法律关系 第八节法律责任 第二讲法的运行 第一节立法 
第二节法的实施 第三节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 第四节法律推理 第五节法律解释 第三讲法的演进 第一节
法的起源 第二节法的发展 第三节法的传统 第四节法的现代化 第五节法治理论 第四讲法与社会 第一节
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 第二节法与经济 第三节法与政治 第四节法与道德 第五节法与宗教 第六节法与人
权 法制史 第一讲中国古代法制史 第二讲中国近代法制史 第三讲罗马法 第四讲英美法系 第五讲大陆法
系 宪 法 第一讲宪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宪法的概念 第二节宪法的发展历史 第三节宪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
节宪法的作用 第五节宪法的渊源与宪法典的结构 第六节宪法规范 第七节宪法效力 第二讲宪法的实施
及其保障 第一节宪法实施的途径及特征 第二节宪法修改 第三节宪法的解释 第四节宪法实施的保障 第
三讲国家基本制度 第一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第二节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节国家基本文化制度 第四
节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第五节选举制度 第六节国家结构形式 第七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八节特别行政
区制度 第九节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 第四讲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基本权利 第
三节基本义务 第五讲国家机构 第一节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第二节中央国家机关 第三节地方国
家机关 第四节司法机关（略）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一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的基本概念和本质属性 第二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第三节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依法治国 第一节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第三
章执法为民 第一节执法为民理念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执法为民理念的基本要求 第四章公平正义 第一节
公平正义理念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第五章服务大局 第一节服务大局的基本内涵 第
二节服务大局理念的基本要求 第六章党的领导 第一节党的领导理念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党的领导理念
的基本要求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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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变法修律的内容。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法学
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一方面，坚行君主专制体制及封建伦理纲常“不可率行改变”，在新修订的法
律中继续保持肯定和维护专制统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吸引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
新之学说”，大量引用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法律内容与先进
的近现代法律形式同时显现在这些新的法律法规之中。 3.法典编纂形式。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清末修
律改变了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
行或起草了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
的雏形。 4.变法修律的功能。它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
下进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二）清末变法修律的
影响 1.中华法系解体。清末修律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随着修律过程中一系列新的
法典法规的出现，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传统格局开始被打破。不仅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被抛弃，
而且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也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法制开始转变成形式和内容
上都有显著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制。 2.为法律近代化奠定基础。清末变法修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
化奠定了初步基础。通过清末大规模的立法，参照西方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和法律原则建立起来的一整
套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对其后民国政府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3.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
现代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清末变法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学说和法律
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和传播西方法律学说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使得近
现代法律知识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促进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法治观念。 4.变法修律有助于经济
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清末变法修律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制度
的近代化。 【真题1】下列关于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①（05—1—63
） A.“礼法结合”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 B.夏商时代的法律制度明显受到神权观念的影响 C.西周
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到汉代中期以后被儒家发挥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策略 D.清
末修律使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没有受到冲击 【真题2】关于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和演
进，下列哪些表述是正确的？②（09—1—57） A.商鞅“改法为律”扩充了法律内容，强调了法律规
范的普遍性； B.汉武帝顺应历史发展废除肉刑进行刑制改革，为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C.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广泛、更直接地把儒家的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使礼、法更大程度上实
现融合； D.清末变法修律基本上是仿效外国资本主义的法律形式，固守中国的封建法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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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法英杰司考通国家司法考试教材: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核心考点精讲:理论法学》通过对真题和
习题的逐一评析，让考生体味司考之特点，准确把握命题的风格、题型及各个学科所占比例，巧妙破
解陷阱；全面掌握解题技巧，剖析出题目的，从而加强应试能力。将历年考题进行分析，对容易出现
混淆、易错的试题择编出来，适用于中期复习；抓住命题规律和出题要点，避免应试中出现的种种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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