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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司法考试三校名师讲义:理论法学(2013年)》点石成金，凝聚二十一载名师课堂授业精华，作为
三校名师司法考试培训授课专用教材，《国家司法考试三校名师讲义:理论法学(2013年)》历经二十一
年的经典传承，千锤百炼，实至名归，带给您身临其境的名师授业风范与智者的深邃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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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瓣知识体系和命题特点 第一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概念和
本质属性／6 第二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7 第三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和作
用／9 第二章依法治国 第一节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内涵／11 第二节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要求／12 第三
章执法为民 第一节执法为民理念的基本内涵／13 第二节执法为民理念的基本要求／13 第四章公平正
义 第一节公民正义理念的基本内涵／15 第二节公平正义理念的基本要求／15 第五章服务大局 第一节
服务大局理念的基本内涵／18 第二节服务大局理念的基本要求／19 第六章党的领导 第一节党的领导
理念的基本内涵／20 第二节党的领导理念的基本要求／21 法理学 法理学的知识体系和命题特点 第一
章法的本体 专题一法的概念（法与道德的关系争论）／30 专题二法的特征／31 专题三法的本质／32 
专题四法的作用与局限性／33 专题五法的价值／35 专题六法的要素／39 专题七法的渊源／46 专题八
法律部门与法的体系／48 专题九法的效力／49 专题十法律关系／51 专题十一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54
第二章法的运行 专题十二立法／58 专题十三法的实施（执法、司法、守法）／61 专题十四法律解释
／66 专题十五法律推理／68 专题十六法适用的一般原理／71 第三章法的演进 专题十七法的起源／75 
专题十八法的发展／77 专题十九法的传统／80 专题二十法的现代化／82 专题二十一法治理论／83 第
四章法与社会 专题二十二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86 专题二十三法与经济／87 专题二十四法与政治／89
专题二十五法与道德／91 专题二十六法与宗教／93 专题二十七法与人权／94 法制史 法制史的知识体
系和命题特点 第一章中国法制史 第一节西周至秦汉、魏晋时期的法制／101 第二节唐宋至明清时期的
法制／114 第三节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制／126 附1中国法制史相关串联表格／133 附2中国古代主要刑
事法典演变／136 附3中国近现代法制演变／l36 第二章外国法制史 第一节罗马法／137 第二节英美法系
／144 第三节大陆法系／151 附外国法制史重大文献／161 宪法 宪法的知识体系和命题特点 第一章宪法
基本理论 第一节宪法的概念／169 第二节宪法的历史发展／172 第三节宪法的基本原则／175 第四节宪
法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作用／176 第五节宪法的渊源与宪法典的结构／177 第六节宪法规范
／180 第七节宪法效力／181 第三章国家的基本制度（上） 第一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183 第二节国家
的基本经济制度／184 第三节国家的基本文化制度／187 第三章国家的基本制度（下） 第一节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l90 第二节选举制度／191 第三节国家结构形式／201 第四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02 第五节
特别行政区制度／204 第六节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208 第四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第一节公民基本
权利与义务概述／211 第二节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215 第三节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221 第五章国家
机构 第一节国家机构概述／224 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226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235 第四节国务院／236 第五节中央军事委员会／237 第六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240 第七节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246 第六章宪法的实施及其保障 第一节宪法实施概述
／252 第二节宪法的修改／253 第三节宪法的解释／255 第四节宪法实施的保障／257 司法制度和法律职
业道德 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的知识体系与命题特点 第一章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概述 第一节
司法和司法制度的概念／264 第二节法律职业道德的概念和特征／269 第三节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272 第二章审判缻与法官职业道德 第一节审判制度概述／273 第二节审判机关／274 第三节法官／279
第四节法官职业道德／281 第五节法官职业责任／286 第三章检察制度与检察官职业道德 第一节检察制
度概述／295 第二节检察机关／296 第三节检察官／297 第四节检察官职业道德／299 第五节检察官职业
责任／301 第四章律师制度与律师职业道德 第一节律师制度／303 第二节律师／304 第三节律师事务所
／310 第四节律师职业道德／314 第五节律师执业行为规范／315 第六节律师职业责任／322 第七节法律
援助制度／324 第五章公证制度与公证员职业道德 第一节公证制度概述／331 第二节公证员和公证机构
／332 第三节公证程序与公证效力／336 第四节公证员职业道德／340 第五节公证职业责任／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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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法理学选择题的命题规律 近些年来，司法考试中法理学选择题的命题存在一些共同规
律，下面就以2012年司法考试法理学选择题的命题为主进行剖析。 （一）重点恒重 法的要素、法的价
值、法律关系、法律解释与推理、法的现代化、法与社会、法与道德等重点内容几乎每年必考，这要
求考生对这些部分要滚瓜烂熟。2012年延续考查了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证成等法理学热点问题
。 （二）新热必考 暴力抗拒城管执法、交通肇事的责任分配等热点问题出现在2012年的考题中；刑事
诉讼法的修改作为大热点在2012年选择题和论述题中反复出现。 （三）综合创新 1.法理学内部各部分
的结合。比如2012年卷一第10题作为一道单选题的四个选项就涉及到了法律渊源、法与政策、法的要
素和法律关系四个考点。 2.法理学和其他理论法学的结合。比如2011年卷一第52题就深度考查了法理
学和法制史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知识点的结合。 3.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知识的结合。比如2012年卷一
第15题牵涉到民法和宪法有关权利的知识点。 4.以案例的方式考查法理。2012年卷一法理学单选题7道
题中有5道题干为案例，多选题5道题中有2道题干为案例。法理学一共l5道选择题中的7道题为案例中
的法理学解读，即近半数的法理学选择题涉及到案例。 5.结合法条考查法理。2012年法理学选择题中
的法条考核方式得到加强，在一共15道选择题中，有5道题的题干为法条，即1／3的法理学选择题涉及
到法条。 （四）难度加深 比如2012年卷一第9题考查了对于民主、专制概念的深入理解。这要求考生
在将来的复习中必须加强复习的深度。 五、法理学的学习方法 （一）避免只言片语地死记硬背，在
理解的基础上宏观记忆 不少考生以为法理学主要靠死记硬背，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巨大的误解。不少
考生自己阅读“三大本”卷一的法理学内容时感觉每一句都讲得在理，但是做选择题进行判断时却常
常将书上的原话视为谬论。学好法理学的基本标准就是看得懂书、听得懂课、做得对题，这一切的前
提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绝非简单的死记硬背。如果你所理解的法理学理论连自己都说服不了，那
又如何能够说服他人和做对题目呢！因此，我们必须对书上的法理学说法深入剖析，树立法理学的逻
辑知识体系。这其实和部门法的学习并无根本不同。要坚决避免法理学的学习只背结论、不见框架的
片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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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司法考试三校名师讲义:理论法学(2013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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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三个月才看完！还有七本！都比这厚！九月十四就开考！我怎么办！要死要死要死啦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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