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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1年6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
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司法
行政部门负责实施。
”这一规定，标志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

　　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对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而理?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立法宗旨和意义，进而找到实现其立法宗旨的科学高效的途径则显得尤
为重要。
如何从考试的视角落实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如何帮助广大考生顺利通过考试⋯⋯?这些问题摆在了多年
来以司法考试培训教学为己任的优秀团体面前。

　　近年来，国家司法考试命题体现出新的思路，除了重点考查常考÷实用、最新知识外，理论知识
的考查也成为近年司法考试命题的重点和趋势。
同时，纵观近几年司法考试的变化和发展，不难看出，司法考试已经从主要面向社会的职业资格考试
，转向为同?面向社会和高校法科学生的法律专业考试。
但是，现存的司法考试培训机制和司法考试图书种类，已经很难适应近几年司法考试的新形势，其中
突出的几点有：第一，不能与时俱进。
很多培训机构仍然使用几年前的培训模式来培训现在的考生，不能兼顾现在司法考试的命题规律和考
察趋势；第二，一成不变现象严重。
市场上公并出版的多数司法考试图书，其撰写体例和编排模式都是在司法考试制度确立之初设计酊。
针对现在司法考试最新变化而编写的资料。
基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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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6.外空物体登记和管辖原则。
外空物体的发射国家应对该物体进行登记。
该登记国对该外空物t体及其所载人员保持管辖及控制权。
7.国际责任原则。
对于其本国政府或非政府团体的外空活动或物体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害，国家应承担责任。
国家还对其参加的国际组织的外空活动承担共同责任。
8.保护空间环境原则。
国家从事外空活动时，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使外空遭受有害污染，或使地球环境受到不利的影响。
9.国际合作原则。
即各国在外空领域的活动过程中应彼此合作互助。
（二）外空活动的主要法律制度1.登记制度（1）发射国应对其发射的空间物体在两个登记册上进行登
记，即发射国国内登记册和联合国秘书长保存的总登记册。
登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各保留一份。
（2）若一个空间物体有两个以上发射国，应由其共同决定其中的一国进行登记。
（3）外空物体的登记国对该外空物体享有所有权和管辖控制权。
（4）如果登记国切实知道其所登记的物质已不复在轨道上存在，也应尽快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2.营救制度（1）各国在获悉或发现宇航员在其领土内或任何其他地方发生意外、遇难或紧急降落时，
应尽量采取措施援救和帮助遇难的宇航员，包括：①通知发射国和联合国秘书长；②寻找并救援宇航
员；③立即送还发射国。
（2）各国在获悉或发现空间物体或实体的组成部分降落在其领土内或任何其他地方，应：①通知发
射国和联合国秘书长；②如经请求，应协助发射国寻找着陆在其领土上的空间物体并给予保护；③将
其送还发射国；④如发现其性质为危险和有害时，可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险。
（3）履行保护和送还的费用由发射国承担。
3.责任制度★★1972年《责任公约》规定，发射国应对其空间物体造成的损害承担国际责任，而不论
发射活动的从事者是该国政府部门还是非政府实体。
这里的发射国是指发射或促使发射空间物体的国家，或从其领土或设施上发射空间物体的国家。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同发射空间物体时，对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共同或单独的赔偿责任。
涉及外层空间的国际责任可归纳为：（1）绝对责任。
发射国对其空间物体在地球表面或对飞行中的飞机造成的损害，应负有赔偿的绝对责任。
（2）过失责任。
发射国对空间物体在地球表面以外的地方对其他国家的空间物体或其所载人员或财产的损害，由发生
过错的发射国单独或共同负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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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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