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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法考试属于职业资格考试，主要考查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广度和准确度，这个特点决定了其考试
内容只能主要围绕必读法律法规来进行。司法考试每年都会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必读法律法规
就是司法考试的“宗”。很多考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掌握正确的以法条为中心的学习方法
。很多情况下，法条看完了，但不知道要从哪几个方面理解法条的含义，不知道法条的考点何在，命
题的题眼和角度何在，因此，慨叹单纯地复习法条效果不大。本书在对司法考试综合研究分析和总结
众多成功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一种以法条为中心的司法考试复习方法，相信能提
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通过法条、命题题眼、历年试题和强化模拟题四位一体，
全面理解掌握司法考试的重点、难点和命题思路，真正做到“一本通”。　　一、关于法条。本书既
保证了主体法的完整性，又强调了重点法条。同时，根据指定的《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逐条穿
插相关司法解释，将属于某一知识点的相关法条和司法解释都列在一起。以盗窃罪为例，在刑法典
第264．条后，以相关法条的形式列出刑法中以盗窃罪处理的第265条、第210条第1款、第253条第2款
、第196条第3款。还将有关盗窃罪的司法解释和其他司法解释中有关盗窃罪内容的相应条文也列在盗
窃罪的知识点下，这样，有关盗窃罪的法条和司法解释就非常全面，掌握起来非常方便，对考试用处
很大。　　为帮助考生更直观地掌握哪些是重点法条，哪些是法条中的重点词语，我们在书中分别用
“口”和“⋯”标注重点法条和重点词语。　　二、关于命题题眼。本书对各部门法各章的历年考点
及其分值进行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对重要条款的考点、命题题眼进行分析。对某一重点法条所涉及的
一个或多个考点进行分解并分析，指出法条的题眼，这样既可以从多个方面掌握该法条的内容，又可
以掌握该法条的命题角度，真正提高应试水平。　　三、关于历年试题。本书在逐条进行考点、命题
题眼分析的同时，将涉及的历年试题及其答案一一展示。根据某一试题涉及的主要考点将其列到考点
剖析中的某一相应考点之后，这样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知识点的重要程度和历年考试情况，更重要的
是可以帮助考生通过试题来理解该知识点，掌握该知识点的考眼和可能的出题方法。这里顺便提一下
历年试题的作用。正如托福考试真题对准备托福考试的重要性一样，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对于复习、准
备司法考试也十分重要。研究历年试题不仅能掌握司法考试的重点和发展趋势，还可帮助我们更深入
地理解法条的内容，另外，试题的重复性在司法考试中客观存在，有些题是以前题目的完全再现，有
些题只不过是将以前的试题稍加改造而已，这一点通过本书对历年试题的总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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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版)》内容简介：法条：既保证了主体法的完整性，又强调了重点法
条。同时，根据司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逐条穿插相关司法解释，将属于某一知识点的相关法条和司
法解释都列在一起。命题题眼：对各法各章的历年考点及其分值进行统计，对某一重点法条所涉及的
一个或多个考点进行分解并分析，指出法条的题眼。
历年真题：逐条将涉及到的历年真题及其答案一一展示，直观反映出法条的重要程度和历年考试情况
，掌握题眼和出题方法。
强化模拟题：参照司法考试的要求、特点，对重点法条的考点（尤其是尚未考过的考点）编写相应的
强化模拟题，通过反复的有针对性的演练，达到加深对法条的理解和全面掌握的效果。
特别提示：应广大考生要求，从2007年起，“一本通”丛书增加了法理学?法制史部分。这部分没有法
条，但我们秉承“一本通”的编写思路，将命题题眼、历年真题和强化模拟题三部分结合起来，相信
同样能实现“一本通”的编写目的和效果。从2010年起，我们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部分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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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三条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组成、地位及产生】第一百零四条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第
一百零五条 【地方政府的性质、地位及其负责制】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政府的任期】第一百零七条 
【地方政府的职权】第一百零八条 【地方政府内部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一百零九条 【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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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 【联合制定】第七十三条 【地方政府规章】第七十四条 【规章制定程序】第七十五条 【决定】
第七十六条 【公布】第七十七条 【刊登】第五章 适用与备案第七十八条 【宪法效力】第七十九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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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法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立法根据】⋯⋯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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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
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
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
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
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
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
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
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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