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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从现实的和历史的各种法律现象中研究法的基本问题和一般规律的学科，法理学是法学的主要理
论学科，是全部法学专业、法律专业和法学教育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
法学的所有分支学科几乎都与法理学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鉴于此，国家司法考试每年都在试卷中组
织一定比例的法理学试题，以考查司法考试应试人员掌握和运用法学基础理论的水平。
本书在讲授法理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配有相应的例题及其解析步骤，旨在使考生掌握相关的知识点
及解题基本思路和技巧，并在司法考试试卷一的应试中取得佳绩。
    在使用本书复习备考的过程中，考生应当把握这样一条基本规律：注重法理学的知识点的学习和应
用。
这不仅是本书作者多年从事司法考试辅导的经验之谈，也是为广大成功考生屡次验证的秘诀。
具体来说，“注重知识点的学习”要求考生在全面厘清、了解法理学学科内容的知识点的基础上，做
好4个“点位”的工作，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排除疑点，洞察迷点。
考生备考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复习，不留死角。
考生要摒弃侥幸心理，对任何知识点都要搞懂，克服猜题、押题的毛病。
全面复习有助于考生发现教材中的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提高复习的针对性。
    2．熟知理论，掌握技巧。
考生对于法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及相关知识点要做到熟知，而不是一知半解，应当结合历年试题和例
题解析不断训练解题方法。
只有综合以上这两个方面，才能保证在应试过程中头脑清醒，解题熟练。
    3．开阔眼界，联系实务。
法理学的理论性很强，考生不能仅仅依赖记忆，而要特别注重结合司法实务——结合对各个部门法知
识的学习，提高和强化对法学基础理论的理解，训练自己依靠法理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近年来，法理学部分的命题出现了一些变化。
自2003年起，司法考试试卷四增加了论述题型。
例如2003年司法考试试卷四第8题，要求考生“谈谈对某市治理交通秩序新举措合法性、合理性的认识
”，要求考生“不能仅就此举引发的一些问题、个案谈具体适用法律的意见”。
近几年的论述题虽然表面上看只是与部门法知识有直接关联，分数也并不归入法理学，但是从命题思
路上看，旨在考查考生对于法律现象的微观分析和整体评价的综合能力，考生仅凭部门法的知识显然
难以圆满解题。
2004年和2005年的论述题虽然降低了字数要求，但是难度并未降低，考生只有具备比较扎实的法理知
识功底方能应对自如。
自2004年起。
法理学部分的分值增至20分。
在法理学部分的12道题中，包括单项选择题6个，多项选择题4个，不定项选择题3个，题型分布十分均
衡，难度加大。
这些变化都需要考生不断强化对法理学部分的学习和掌握。
    法理学试题的命题思路大体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法理学本身的知识点分布及其可考性；二是
晚近颁布的新法的有关内容——每年命题除了考查法理学体系中考生应知应会的知识点以外，还比较
注意结合晚近立法的进展。
考生应当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和深入理解。
从历年的试题分析，法理学的考试题型主要是选择题，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不定项选择题。
命题主要集中在法的渊源和体系分类、法律关系、法的运行、法的起源和发展等章节。
这些章节涉及的考查知识点占法理学总分数的比例达到70％左右。
值得考生注意的是，由于2000年颁布实施《立法法》，有关立法权限、法律渊源效力位阶、法律解释
推理、法律责任和制裁也成为出题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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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几乎每年必考，它所涉及的某些知识点，例如“立法权限的划分”在2000年和2002年以相
同的形式进行了考查，2003年考题中又涉及了“地方立法权限”的知识点。
除此之外，建议考生对与《立法法》有关的其他知识点也多加注意。
建议重点掌握立法原则、立法权限、法律解释、立法程序、适用与备案等知识点，详细研读《立法法
》第7—13，21—25，27，28，39，41，42，46，47，50，56，61，63—65，69，73，76，78—9l条等条
文。
此外，近年对于“法与社会”的考查体现出各个考点综合考查的特点，也不能小视。
    近些年司法考试法理部分命题的考查形式更趋灵活，出现了运用实例来考查法理知识点的现象，许
多试题的题干本身就是一个具体的法律现象或法律事实，要求考生运用法理知识予以解答。
更应当注意的是，近年来命题者在试题选项设计上也颇费心思(例如2004年司法考试试卷一第81题)，
类似这样的题目题干较长、选项多，有较强的干扰性、迷惑性，对考生的解题技巧要求较高，考生对
此应当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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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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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二、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三、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四、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主要特点  
第五讲 国家机构    一、国家机构概述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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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职业道德  第七讲 检察官职业道德  第八讲 律师职业道德  第九讲 公证员职业道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宪法.法制史.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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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