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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及考》

前言

2010年司法考试已经结束，这次考试无论是客观试题还是主观试题与以前相比都表现出较大变化，为
给2011年司法考试的复习应试提供更好的借鉴和参考，经过精心组织策划，反复分析论证，我们将本
书重新修订再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以真题为主线突出实战特点：真题对
广大考生而言，是复习准备司法考试的宝典，它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导向作用。说它继往，因为它会
真实全面地诠释以往考试的考查方向、考查重点.、考查模式；说它开来，因为它会客观准确地昭示未
来考试的考查方向、考查重点、考查模式。据统计，在各部门法中，以往考查过的考点均会占到下一
年考查内容的80％以上。研习过去的真题，就是在做未来的考题。虽然司法考试考查范围很广，但它
的考点非常明确——集中于考查部门法最基础的知识点，而历年真题正是这些知识点的最集中反映。
本书以司法考试大纲为依据，以真题为主线，对真题加以精解分析，使考生通过对真题的研习，深化
对部门法考点知识的把握，效率高、实战性强。二、融会贯通提高复习效率实践中我们发现，有的考
生虽将历年真题做了不少遍，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的考生虽仅做了一两遍，但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
成绩。出现如此大反差的原因在于：前者做题只是机械重复，不懂分析挖掘，事倍功半；后者做题深
入思考和分析，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事半功倍。然而，要做到对真题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分析和
把握并不是件易事，它不仅需要较为深厚的法学知识底蕴做基础，而且需要耗时间、耗精力去查阅大
量的相关书籍。本书编写的目的就在于，帮助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加强讲解分析
和归纳总结，更好地将真题举一反三，将真题所涉知识点融会贯通，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复习效率。
三、精解真题强化应试能力为了帮助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有效复习的预期目的，本书在体例编排
上有较大创新：第一，加强统计分析，明晰复习思路。每一部门法的开头都对连续5年的考查分值进
行精确统计，并根据考试的最新发展，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命题规律与复习技巧进行系统分析，以便考
生在开始复习训练之前，首先对该部门法历年考试情况有一个整体把握，了然于胸。第二，真题归类
精解，知识细致分类。正文部分以各个部门法的内在逻辑体系为依据，参考历届教材及现行法规，将
各个部门法的客观试题以考点知识类别为标准，分章进行介绍。每章之下，以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
题、不定项选择题为序（在每一种选择题的项下则以2010年、2009年、2008年、2007年、2006年为序）
。主观部分的案例分析题与论述题没有具体分章，予以集中精解。对每一试题的讲解，具体分为答案
、考点、解析、陷阱点拨、难度系数五个部分。第三，客观全面论证，答案完善精确。为彻底澄清广
大考生在真题答案方面的模糊认识，真正在真题答案方面给考生明确科学的指导，我们在编写本书时
除参考大量相关文献外，对试题答案的确定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要求答案的确定必须过“三关”
，即撰稿人个人初审关、编写小组复审关、主编终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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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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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及考》

书籍目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宪法·法制史》目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第一部分2007一2010年司法
考试分值分布、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一、司法考试分值分布二、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第二部
分客观试题归类精解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归纳四、备考提示第三部分 论述题
归类精解法理学第一部分 2006——-2010年司法考试分值布、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一、司法考试分
值分布二、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第二部分客观试题归类精解一、法的本体(一)单项选择题(二)多
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归纳(五)备考提示二、法的运行(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
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三、法的演进(一)多项选择题(二)已考
考点归纳(三)备考提示四、法与社会(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归
纳(五)备考提示第三部分 论述题归类精解宪法第一部分 2006一2010年司法考试分值分布、命题基本规
律与复习技巧一、司法考试分值分布二、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第二部分客观试题归类精解一、宪
法基本理论(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k(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二、国家的基
本制度(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三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四
、国家机构(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目录：上编 行政法第一部分 2006
一2010年司法考试分值分布、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一、司法考试分值分布二、命题基本规律与复
习技巧第二部分客观试题归类精解一、行政法基础理论(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
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二、行政许可法(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
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三、行政处罚法(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
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四、行政复议法(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
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五、国家赔偿法(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
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六、政府信息公开(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下编 行政诉讼
法第一部分2006一2010年司法考试分值分布第二部分 客观试题归类精解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
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二、行政诉讼的管辖(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行政诉讼参加人(
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起诉和受理(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
定项选择题五、行政诉讼证据(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六、行政诉讼的特殊制度(一)单项选择
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七、行政案件的裁判和执行(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
定项选择题八、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九、备考提示第三部分 案例分析及论述题集中精解一、试题
解析二、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三、备考提示《刑法》目录：第一部分 2006-2010年司法考试分值分
布、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一、司法考试分值分布二、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第二部分 客观试题
归类精解一、刑法的解释、基本原则与适用范围(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
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二、犯罪构成(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
考提示三、排除犯罪的事由(一)单项选择题(二)不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
示四、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一(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
提示五、共同犯罪(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
备考提示六、罪数的特别形态——一罪与数罪(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
归纳(四)备考提示七、刑罚的体系(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
考提示八、量刑(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九、行刑(
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十、危害国家安全罪(一)单项
选择题(二)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三)备考提示十一、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
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十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单项选择题(二)
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十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单项
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十四、侵犯财产罪(一)单项选择题(
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十五、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罪(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民法》目录：民法通则第一部分 2006——2010年司法考试分值分布
、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一、司法考试分值分布二、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第二部分 客观试题归
类精解一、民法基础理论(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二
、自然人(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三、法人(一)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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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及考》

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四、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一)单项选
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五、人身权(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
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六、债权(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
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七、诉讼时效(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
纳(四)备考提示合同法第一部分 2006——2010年司法考试分值分布、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一、司
法考试分值分布二、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第二部分客观试题归类糟解一、合同的订立与效力(一)
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二、合同的履行、变更和转让(
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三、合同的
权利义务终止(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四、违约责任(
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五、买卖合同、赠与合同、
借款合同(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
六、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技术合同(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
⋯⋯《刑事诉讼法》目录：第一部分2006-2010年司法考试分值分布、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一、司
法考试分值分布二、命题基本规律与复习技巧（一）命题基本规律（二）复习技巧第二部分客观试题
归类精解一、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
归纳（四）备考提示二、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
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三、管辖（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
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四、回避（一）单项选择题（二）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
三）备考提示五、辩护与代理（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
四）备考提示六、证据（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
考提示七、强制措施（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
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八、附带民事诉讼（一）单项选择题-  （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
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九、立案（一）单项选择题（二）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三）备考
提示十、侦查（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十
一、提起公诉（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
纳（五）备考提示十二、第一审程序（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不定项选择题（四）
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十三、第二审程序（一）单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三
）不定项选择题（四）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五）备考提示十四、死刑复核程序（一）单项选择
题（二）多项选择题（三）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归纳（四）备考提示⋯⋯《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商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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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单项选择题1.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
求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公正司法”。下列哪一选项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和要求？（2010年
试卷一第1题）A.司法机关必须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结合，做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相统一B.司法机关必须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坚持公正与效率兼顾C.司法机关为了保障判决有效执行
，应对当事人实行“一站式服务”，即谁立案谁审判谁执行D.司法机关为了加强审判监督，可主动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旁听重大疑难案件审判[答案]——l[考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
要求[解析]严格公正司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之一，主要包括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不断提
高司法效率、努力树立司法权威和充分发扬司法民主四个方面。切实维护司法公正，要求司法人员在
司法时，必须处理好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关系，既不能采用“绝对工具主义”，即以实体公正吞并
程序公正，也不能采用“程序至上主义”，以程序公正吞并实体公正。实体公正是司法活动所要达到
的一种理想结果，而程序公正可以从程序上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两者并不冲突，实体公正和司法公
正的结合更能促进公正司法，符合社会主义法律理念的精神和要求。此外，严格公正司法必然要追求
法律运行的合目的性结果，使法的预期目的得以实现，将法的预期的社会目的变成事实，在法的实现
过程中同时兼顾法律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社会纠纷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做到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严格公正司法也为政治建设提供了权力运行的规则与依据，确认和
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服务大局，做到了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
精神和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结合，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A选项正确，不当选。B选项中，司法机关要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这也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
基本要求，但是司法机关在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也要坚持公正的原则。如果只是一味追求效率，草
率办案而损害公正，会使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大打折扣，也损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事后加以纠正和
赔偿，更是损害了效率，因此，司法活动要坚持效率和公正兼顾。B选项正确，不当选。C选项中，对
当事人实行“一站式服务”，即谁立案谁审判谁执行的制度严重违背我国现行审判制度中“立、审、
执分离”的原则，更不符合公开公正审判的精神，具体表现在：（1）法院内部职能机构权益不明，
立、审、执于一身，每一个环节都缺乏职能的相互监督，近乎于无序的状态，很难保证审判工作的规
范化。（2）法官的裁判权无限扩大，法官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内部的制约，出现了告状、超
审限和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导致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屡屡发生。（3）审判质量得不到
保证，由于法官身兼多职，从立案到审判到执行一手包办，就难以对其中任何一项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不利于高水平的专业化的法官阶层的形成，也难以形成高效率的工作体制。而立案、审判和执行的
分离是法院管理体制和审判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以程序公正保证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是实
现审判工作公正、高效、有序的有效途径。它强化了审判制约，实现了立案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分
离，根本改变审判人员集案件进度控制权、审判权和执行权于一身的弊端，解决了案件运行失控的问
题，增强了审判工作的透明度，更加便于群众监督，更加有利于法官队伍公正执法和廉政建设，同时
使立案、审判和执行规范化，使司法机关的工作按照流程进行，也提高了司法效率。选项c错误，当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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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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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及考》

精彩短评

1、书不错 在卓越买书既便宜又方便
2、包装完整，快递速度很快。但是纸张质量一般，价格浮动太大。
3、话说现在写评价可能晚了点儿⋯⋯ ＝。＝  快递不给力，到手又脏脏破破的。话说这个系列的用纸
是一年比一年差了。
4、2011年版司法考试历年试题
5、买了还没看呢浪费了。
6、当时老师极力推荐我们买，后来发现其实他也是编者。。。
7、有用你懂得
8、常年出版的司考书了，听人推荐的，比较全吧，就是有些解析貌似是万年不变的
9、好书，不过每章的复习建议总不忘不了给编者的书做广告
10、1月28号买的，2月1号收到的。纸张的质量不错，比盗版的好太多了。60.8元买的。哈哈
11、封面也脆弱 希望出版社看到然后加以改进
12、张能宝的8册，必买呀
13、写的很详细，就是纸张有点差
14、质量啥的还过得去，非常清晰。（不过听说价格跟过山车一样，心里还是有点不爽）只是大家买
的时候，要把这本书当作复习的参考书而不是题集。所以以练手为目的的童鞋，不必买这套，可以买
普通的真题集便行；而作为参考书，最好与复习同时进行。
15、书是正版的，很好很值
16、书到了，挺喜欢。但快递公司（深圳飞远快递）的态度非常差，摆着一副死脸，语言也很难听。
希望下次买书不是飞远！至少我不希望收到书的同时还必须得看他们的臭脸色！严重影响购书心情。
17、一天带去教室放在地板上，下课后发现几乎全被污水浸湿了，郁闷，纠结着要不要再买一套，虽
然已经降价很多（94买的）。纠结中看到学校门口的盗版商贩推着三轮车也有这套书，问多少钱，那
商贩居然问我要正版还是盗版，两个版本拿来一看，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卓越94块钱卖给我的是盗
版！！！纸质包装什么的我就不说了，差别大家都可以想象，最离谱的是里面的错别字都错得一模一
样（我当时只看到第一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而对照商贩的正版书里相应地方是没有错别字的
！几年下来在卓越陆续买了不知多少本书和日用品了，因为相信亚马逊的品牌，这次真的是让我彻底
对卓越失望加鄙视。以后无论如何不会在卓越消费了，同时也都给同学朋友们看了这样的事实，都不
会再在卓越消费了。
18、这书涨价好快，我买的时候70多，现在就100多了，我看一些书友的评论60多也有买到的，我有点
看不下去了，卓越就不能控制一下价格吗。
19、能宝兄的这套书参见我10年那套的评价
20、对自己来说是浪费了⋯
21、才收到，没有看呢，
22、好好学习天天向上，OK
23、正版的感觉就是好。这么贵买的，一定要好好利用。
24、老师推荐的 张能宝主编的
25、要先过一遍考点，有了基本的概念后看这套书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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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2011年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及考点归类精解（共8册）》的笔记-《民法》23页

        D项的理由谓：丁见门前马路下水道井盖被盗致路人跌伤，为了路人的利益而自购一井盖铺上，丁
的行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因此当属无因管理。
若路人是受益人，那么丁根据“《民通》93条：⋯⋯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就可以立一块牌子在那里：此山是我开，此盖是我铺，欲从这里过，留下买路财。

Page 9



《2011年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及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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