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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侵权行为附一关于离婚案件的特殊规定附二关于未成年人、盲聋哑人、精神病人的特殊规定附三关

Page 3



《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教材精丁�

于承揽合同、建筑工程合同和招标合同中分包问题的比较商法第一章 公司法附表股份有限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中外合资经营公司主要知识点对比表第二章 合伙企业法第三章 个人独资
企业法第四章 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五章 企业破产法第六章 票据法第七章 证券法第八章 保险法第九章 海
商法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第一章 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第二章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第三章 主管与管辖第四章 诉第五章 当事人第六章 诉讼代理人第七章 民事证据第八章 民事诉讼中的证
明第九章 期间、送达第十章 法院调解第十一章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第十二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
措施第十三章 普通程序第十四章 简易程序第十五章 第二审程序第十六章 特别程序第十七章 审判监督
程序第十八章 督促程序第十九章 公示催告程序第二十章 民事裁判附表判决、裁定与决定的区别第二
十一章 执行程序第二十二章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第二十三章 仲裁与仲裁法概述第二十四章 仲裁委员会
和仲裁协会第二十五章 仲裁协议第二十六章 仲裁程序第二十七章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第二十八章 仲裁
裁决的执行与不予执行第二十九章 涉外仲裁_附表诉讼法易混淆知识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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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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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概念（一）法治（略）（二）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法治的理性化观念，是
关于法治的本质属性、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的思想观念。（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1．依法治国，是
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与发展目标。2．执法为民，是社会主
义法治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在法治上的必然反映。3．公平正义，是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4．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
重要使命，是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5．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确定的基本
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和强大推动力量。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特征（一）政治性（二）
人民性（三）科学性（四）开放性第二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一、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的理论渊源（一）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的法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治思想。注意：马克思、恩格斯的
思想理论体系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法治思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理论构成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和精髓。2．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3．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
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4．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的政治基础。5．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
保障。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基础（略）第三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一、“党的事业
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提出2007年l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观点。这
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因而也是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的本质属性。二、深刻认识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重大意
义1．“三个至上”从三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在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划清了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界线，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明确
了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发展。2．“
三个至上”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三、准确理解“党的
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精神实质（一）党的事业本质上就是人民的事业（二）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坚持宪法法律至上，树立
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四、正确把握“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内在关系在实
质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乃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鲜明标志，共同反映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第四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和作用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二）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指导思想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国一切立法活动的思想先导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确保我国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有机统一的思、想基础。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确保我国司法坚持正确方向、实现司法公正的
思想保障。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的价值指引。5．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推动法学研究繁荣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二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第一节
依法治国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一）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
（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二、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一）人民民主（二）法制完备（三）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四）权力制约第
二节执法为民一、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一）执法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二）执法为民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三）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二、执法为民的基本内涵（一）以人为本
（二）保障人权（三）文明执法第三节公平正义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一）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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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二）公平正义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三）公平正
义是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四）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二、公平正义的
基本内涵（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合法合理（三）程序正当（四）及时高效第四节服务大局一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要求（二）服务大局是
法治工作的地位和性质所决定的（三）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二、服务大局的基本
内涵（一）把握大局（二）围绕大局（三）立足本职第五节党的领导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
根本保证（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的历史选择（三）坚持
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决定的二、党的领导的基本内涵（一）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领导（
二）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领导1．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1）必须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2）必须以党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为依据。（3）必须积极借鉴和吸收
古今中外各种优秀法律文化成果，尤其不可忽视本国法律文化传统。2．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司法制度。（1）在司法制度的本质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
）在司法权的来源上，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3）在司法权的配置上，侦查权、检察权、审
判权、执行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4）在司法权的行使上，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既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职权，又自觉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5）在司法权的运行方式
上，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等等。我国法治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符合中国国情，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保障、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进步。3．要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第一节健
全完善立法一、科学立法二、民主立法三、法制统一四、体系完备第二节坚持依法行政一、行政要合
法二、行政要合理三、行政要高效便民四、权责要统一五、政务要公开六、依法行政能力和职业道德
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三节严格公正司法一、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二、不断提高司法效率三、努力树立司法
权威四、充分发扬司法民主第四节其他基本要求一、加强制约监督二、自觉诚信守法三、繁荣法学事
业四、实施正确领导法理学第一章法的本体第一节法的概念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一）法的本质最初表现为法的正式性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正式的官
方确定的行为规范。（二）其次表现为法的阶级性法在表面上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性、中立性，但在本
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三）最终体现为法的社会性国家不是在创造法律，而只是在表述法律
；法的本质存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二、法的特征（一）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社会规
范（二）法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特定形式的社会规范（三）法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
范（四）法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五）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法律程序保证实现
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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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三大本的浓缩版！
2、过了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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