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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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lO年司考之路系列》丛书。
本丛书共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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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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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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按照“司考之路”教材划分章节，仿照司考真题的命题思路和规律，从不同角度设置题目，其
解析兼顾法条、法理两个维度，不但给出参考答案，还指出依据，点拨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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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理学和法治理念第一讲 法的本体论考点一 法的概念争议1．（单选）关于法的定义的理解错
误的是：A．依据对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的不同主张，可以将法的概念区分出两种基本立场，即实证主
义的法的概念和非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B．实证主义认为，在法与道德之间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C
．非实证主义认为，在定义法的概念时，道德因素应当被包括在内D．非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法的
概念要素是完全对立、不存在包含或交叉关系的答案：D考点：法的概念解析：依据人们在定义法的
概念时对法与道德的关系的不同主张，我们大致上可以将那些形形色色的法的概念区分出两种基本立
场，即实证主义法的概念和非实证主义或自然法的法的概念。
所有的实证主义都主张，在定义法的概念时，没有道德因素包括在内，即法与道德是分离的。
所有的非实证主义理论都主张。
在定义法的概念时，道德因素被包括在内，即法与道德是相互联结的。
故ABC正确。
法实证主义者是以下列两个要素定义法的概念的：权威性制定和社会实效。
非实证主义者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法的概念的一个必要的定义要素。
这就意味着，这类法的概念中不排除社会实效性要素和权威性制定要素。
也就是说非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中，不仅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定义要素，同时可以包括社会实效性要
素和权威性制定要素。
所以非实证主义对于法的定义的要素包括了实证主义的法的定义的要素，二者具有一定的包含与被包
含的关系，故D错误。
2．（多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所有的实证主义理论都主张，在定义法的概念时，没有道德因素
被包括在内B．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法的概念的必要定义要素C．非实证主义法学理
论以权威性制定和社会实效作为法的定义的两个要素D．对于非实证主义来说，“法是什么”仅仅依
赖于“什么已经被制定”和“什么具有社会实效”答案：AC考点：法的概念的争议解析：依据人们在
定义法的概念时对法与道德的关系的不同主张，我们大致上可以将那些形形色色的法的概念区分出两
种基本立场，即实证主义法的概念和非实证主义或自然法的法的概念。
所有的实证主义都主张，在定义法的概念时，没有道德因素包括在内，即法与道德是分离的。
故A正确。
法实证主义学者是以下列两个要素定义法的概念的：权威性制定和社会实效。
非实证主义者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法的概念的一个必要的定义要素。
这就意味着这类法的概念中不排除社会实效性要素和权威性制定要素。
也就是说非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中，不仅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定义要素，同时可以包括社会实效性要
素和权威性制定要素。
故B错误，C正确。
对于实证主义来说，“法是什么”仅仅依赖于“什么已经被制定”和“什么具有社会实效”。
故D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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