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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司法考试已经尘埃落定，2010年备战司考的战鼓正在咚咚作响。
李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许多考生奋斗数载，有的甚至青丝变白发，也未能通过司法考试
，足见司法考试之难。
司法考试难在哪里？
为什么有的考生皓首穷经，不能破解其中之谜；而有的考生能一考中的，犹如囊中取物，从此平步青
云？
我们通过组织具有多年司法考试教学经验的老师进行研讨发现，关键在于考生能否精准掌握司法考试
中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司法考试涉及的法律条文共2万多条，涉及的学科涵盖法学14门核心课程。
在浩瀚的法学知识海洋中，如果对重点把握不准，对难点无法破译，对疑点缺少研究，自然就像漂泊
在大海上的孤舟，茫然不知所向，只能望洋兴叹。
为了落实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更为了帮助考生准确地把握司法考试中的重点、难点和疑点，直面考
试并顺利通过，我们邀请了多年从事司法考试命题、辅导、大纲编写和教材编写的具有丰富经验的教
师，精心撰写了《2010年司考之路系列》丛书。
本丛书共10本，包括《国家司法考试.理论法学与论述题写作》、《国家司法考试.国际法》、《国家司
法考试.商法·经济法》、《国家司法考试.宪法·行政法》、《国家司法考试.刑法》、《国家司法考
试.刑事诉讼法》、《国家司法考试.民法》、《国家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
条解读》和《国家司法考试.配套单元练习》。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1.全部考点掌中宝本丛书集司考名师辅导经验总结、司考改革新动向、精彩授
课内容和高效率应试复习于一体，按照大纲的考试要求，列出考点及2010年预测考查的考点，其中八
本教材以“重点法条+考点解析+真题演练”的结构编排，《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解读》以“重点
法条+法条精解+真题示例”的结构编排，《国家司法考试.配套单元练习》以“答案+考点+解析”的
结构编排。
方便考生携带，帮助考生随时记忆司法考试重点内容，提高复习的命中率。
2.考点解析很周到本丛书在保持学科体系完整的前提下，对考点精华内容进行了概括和提炼，且及时
反映大纲、教材的最新变化，使新增内容一览无余。
辅导名师的补充讲解，深度挖掘、突出考点，重点讲解、辨析考试要点及难点，略讲一般知识，不讲
不具可考性的内容，繁简得当，重点突出，直击命题核心。
使考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读完，但需要反复阅读，以便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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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图书由最著名的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的数位专家级培训教师亲自执笔，严格依据本年度国
家司法考试大纲，从考生备考的角度思考，打破当前司法考试教材内容陈腐、材料古旧的弊端，以独
特犀利的视角为广大考生提供最全面、最清晰的解读，促使考生能迅速顺利的通过考试，使本系列教
材更贴近司法考试命题思路。
本书做到了法条、理论和真题这三大司考成功要素的完美结合，通过研习相关真题，可以帮助考生领
悟出题思路，提高做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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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宪法导论近年来司法考试中宪法学的特点是难度较高，分值较低，重视教材。
从难度上讲，首先体现为没有绝对的重点，考点相当分散，其次体现为知识量很大，分支众多，如果
认真复习宪法，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从分值上讲，近年来宪法的分值稳定地保持在20～22分这样一个水平，有沦为鸡肋学科的嫌疑。
从材料上讲，2009年宪法部分的考察偏向于官方的教材（即俗称的“三大本”），故考生除了系统地
掌握法条之外，有必要对官方教材中宪法部分的相关说法有所了解，最好做一通览式的阅读。
对宪法学的复习方法，笔者认为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重体系、重法条”。
首先，重体系是指要体系化地复习。
如前所述，司考中的宪法呈现出“无重点”的样态，但“无重点”的另一面是“有线索”——对宪法
部分的考点可以通过一定的内在逻辑的线索将分散的考点进行串联，也就是体系化的复习，切忌孤立
片面。
其次，重法条是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法条上。
宪法学大致可分为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两个板块，前者的考点比较明显，易于掌握，后者内容相对而
言要多得多，包括了大量的宪法性法律，如选举法、立法法等，考点非常之多，需要花大力气去掌握
。
本部分的撰写思路是以制度为中心，对该制度涉及的法条做一综合性的掌握，期能帮助读者提高宪法
部分的成绩。
1.分值比较相对较高。
从近几年的真题来看，经济法所占分数一直稳定在40分左右，上下不超过5分。
2005-2008年经济法所占分值一直都是40分。
从2009年的经济法试题来看，经济法分值仅为35分，题目总体难度稳定。
具体到考点分布来看，《反垄断法》3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分，税法4分，《土地管理法》3分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分，城乡规划法2分，环境法2分，银行法6分，《食品安全法》2分，《审计
法》2分，《劳动法》6分。
综合来看，2010年司考对经济法的考察应该还是在40分左右。
2.难度比较大。
经济法的得分率明显低于各门课程的平均得分率。
经济法对于多数考生来说不仅难学，而且平时很少接触，非常陌生。
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给考生们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放弃经济法，将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分数；如果要拿
到经济法的分数，又感觉困难重重。
但是实际上只要抓住经济法的出题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司考对经济法部分考察的总体特点为：①经济法主要通过客观题进行考察，不会出主观题；②经济法
侧重于对法条内容进行较浅层次的考察，不会出理论性较强的题目；③经济法考点分散，几乎每一个
小法都会覆盖到。
从经济法的考察热点考点分布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法的命题规律和趋势：①经济法考点分散，几乎每一
部法都有所涉及，但是每一部法分值都不会很高。
②经济法重点突出，劳动法是经济法的重中之重。
③随着近年《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食品安全法》、《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的颁布，
这些新颁布的法的考察应该会进一步加大。
结合以上对经济法特点的分析，我们建议对经济法的复习应当抓住以下几点：1.重视法条。
经济法复习的基本方向是以法条为主，以教材和习题为辅。
经济法的重点还是在于对法条的考察，以法条为主是经济法复习不变的基本方向。
2.把握重点。
劳动法始终在经济法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经济法中考查分值最多的，而且每年必考。
其他法律则分值差别不大，甚至个别年份列入考试大纲的法律却根本没有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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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到即止。
经济法对法条的考察是浅层次的，大部分题目是对法条内容的直接考察，一般不会涉及结合理论进行
分析论证的问题。
本书经济法部分的特点在于重点突出，总结出重点法条，结合关联法条进行解析，并以近年的真题示
例及解析相配合，以图帮助读者提高应试能力。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所谓的重点都是相对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全面细致的复习才是必胜之道。
经济法部分特别强调对法条的记忆，考生应特别注意这一点，尤其在考前突破阶段，对本部分做最后
的强化记忆是比较容易取得明显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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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解读(套装上下册)》：司考名师辅导经验总结，追踪司考改革新动向，精彩
授课内容书面展示，引领应试复习高效化，考点结构·重点法条，理论解析·真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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