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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考试的考查范围可谓非常广泛，要想把每一个考点都熟练掌握一是非常困难，二是从应考技术上
讲也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组织辅导专家，通过收集和分析成功考生的经验以及失败考生的教训，发现最优化的复习方法是
在学科整体知识体系把握的基础上，“抓大放小”、“举重略轻”。
所谓“大”与“重”，从考点的角度来说，就是那些多年来反复考查的知识点，这些考点我们可称之
为“高频考点”。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投机取巧”，而在于考试复习中后期的“减负”与“提升”。
因此，本书严格根据历年考试考查频率，将考查次数至少三次以上的考点作为备选对象（除了极个别
考点由于新法更迭的影响可能考查次数不足三次，比如《物权法》相关考点），再根据考查出题规律
的分析和对2009年考试的趋势预测，选取其中最可能考查到的知识点，通过法理上的深入分析，记忆
上的对比效率等方式，让考生能够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相应考点并解题自如。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司法考试高分演练系列-20>>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理学　考点1　法的价值　考点2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考点3　法律解释　考点4　法制
与法治　考点5　法与道德第二章　法制史　考点1　先秦法制思想　考点2  《永徽律疏》与中华法系
第三章　宪法　考点1　中国宪法的历史发展　考点2　选举制度　考点3　公民的基本权利　考点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考点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考点6　国务院第四章　司法职业道德　
考点1　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　考点2　律师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第五章　经济法　考点1　七种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与判断　考点2　产品质量责任　考点3　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考点4　劳动合同的
解除　考点5　环境民事责任　考点9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考点10　上诉不加刑第六章　
国际法　考点1　国际法上的承认与继承　考点2　国际贸易术语　考点3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第七章　刑法　考点1　罪刑法定原则　考点2　属地管辖　考点3　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　考
点4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考点5　犯罪故意　考点6　犯罪过失　考点7　刑法上
的认识错误　考点8　正当防卫　考点9　犯罪未遂　考点10　犯罪中止　考点11　共同故意　考点12
　想象竞合犯　考点13　累犯　考点14  自首　考点15　数罪并罚制度　考点16　信用卡诈骗罪　考
点17　绑架罪　考点18　抢劫罪　考点19　敲诈勒索罪　考点20　盗窃罪　考点21　诈骗罪　考点22
　受贿罪第八章　刑事诉讼法　考点1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考点2　回避的决定及效力
　考点3　证据的分类　考点4　证明对象与证明责任　考点5　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　考点6　律师介
入侦查程序　考点7　补充侦查　考点8　不起诉第九章　行政法　考点1　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考
点2　行政复议的范围　考点3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考点4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考点5　
行政诉讼不受理案件的范围　考点6　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规则　考点7　行政诉讼判决的类型及其适
用第十章　民法　考点1　民事权利类型之形成权　考点2　宣告死亡　考点3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要件及法律效力　考点4　诉讼时效的期间及其起算　考点5　所有权之善意取得　考点6　共有　考
点7　地役权　考点8　抵押权的标的　考点9　抵押权当事人的权利　考点10　动产质权当事人的权利
和义务　考点11　债权人代位权　考点12　债权人撤销权　考点13　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　考
点14　格式条款合同　考点15　标的物风险负担　考点16　赠与合同　考点17　不当得利　考点18　
无因管理　考点19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考点20　离婚诉讼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考点21　夫妻财产关系　考点22　遗嘱　考点23　著作权的主体　考点24　著作权的内容　考点25
　著作权的限制　考点26　专利权的内容和限制　考点27　专利侵权行为　考点28　商标侵权行为第
十一章　商法　考点1　公司的资本　考点2　汇票的转让　考点3　汇票的追索权第十二章　民事诉讼
法与仲裁制度　考点1　特殊地域管辖　考点2　第三人　考点3　举证责任的分配　考点4　财产保全
　考点5　延期审理、诉讼中止与诉讼终结的适用　考点6　不得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　考点7　上诉案
件的调解　考点8　支付令异议　考点9　执行和解　考点10　仲裁协议　考点11　仲裁中的和解　考
点12　仲裁裁决的撤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司法考试高分演练系列-20>>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理学考点1法的价值【03/—/31；05/—/1；06/—/1；08/—/2】一、法的价值的概念法的价值是
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法的需要和主体对客体的判断标准，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主体——人的意
义，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
二、法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法的价值判断是人们对客观价值现象，即一定主客体间价值关系的反映
，它表达的是人们关于价值的意识、思想或观念等；事实判断是一种描述性判断，是以客体为取向的
，目的是要达到对事物、事件及其过程的客观化的认识，所关心的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因此，法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在判断取向、中立性、主要功能、判定真假的依据等方面都存在不同
。
三、法的价值的种类一般认为法的价值有秩序、自由、正义、效率、利益等。
（一）秩序。
从社会角度，秩序表示在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社会的组织制度、结构体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有规则
性和连续性。
秩序侧重于社会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
秩序由于满足人类生活和活动的有规则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需要而成为基本的法律价值。
作为法律价值，秩序是低层次的法律价值，为诸如安全、自由、平等、正义等法律价值的存在和实现
提供条件。
（二）自由。
自由是法律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自由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是“自由的法律”。
将自由作为法律价值之一是对法律的改良，通过权利的确认在法律上实现自由，同时法律也是对自由
的合理束缚。
（三）正义。
法律的正义将正义解释为法治或合法性。
凯尔森指出正义乃是“通过忠实地适用实在秩序以保持其存在”，即一条一般规则的根据，不考虑法
的内容——其内容在应当得到适用的所有场合中都予以严格的适用。
（四）效率。
在当代，法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无所不在，这使得法律的效率价值日益显得重要。
因为，在法律全面渗透的情况下，资源使用和配置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决定的。
这使得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分配直接关系到资源利用的效益。
（五）利益。
法与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益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与人们的利益要求、社会的利益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法律确认利益主体，
规定利益范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促进人们利益需要的不断满足。
四、法的价值的冲突由于利益的多样性，因而法律价值之间会发生一定的冲突。
法律价值的冲突表明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人们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关系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所有情况下法律价值都是同样的，在优先法律价值方
面实际上是存在差异的。
处理法的价值冲突，通常有以下主要原则：价值位阶原则、个案平衡原则、比例原则。
在价值位阶原则上，一般地讲，基本价值优于其他价值，如基本价值中，自由最先，正义次之，秩序
再后。
就个案平衡原则来说，公共利益并不一定高于个人利益。
从比例原则来看，在因某种价值牺牲另外一种价值时，应将损害的程度降至最低。
例解在现代法律实践中，当法的价值发生冲突时，通常采取哪些原则？
（2003/1/31，多选）A.价值排序原则B.秩序优先原则C.个案平衡原则D.比例原则[答案及解析]ACD。
法的价值冲突。
考点2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07/—/92；05/—/92；03/—/83；02/—/2；02/—/84】法律关系一般由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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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客体、法律关系内容等构成。
（一）法律关系主体1.法律关系主体的概念和种类法律关系主体又称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即法律关
系的参加者，在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
根据各种法律的规定，能够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以下几类：（1）公民（自然人）。
（2）机构和组织（法人）。
（3）国家。
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法律关系主体。
2.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民和法人要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就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具有法律关系主体构成的资格。
（1）权利能力。
又称权义能力（权利义务能力），是权利主体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2）行为能力。
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规定的法律关系参加者能够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世界各国的法律，一般都把本国公民划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
（二）法律关系的客体1.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法律关系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
象。
2.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法律关系客体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其范围和形式、
类型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1）物。
法律意义上的物是指法律规定的被人类认识和控制、有用的财富。
它可以是天然物，也可以是生产物；可以是活动物，也可以是不活动物。
（2）行为。
在很多法律关系中，其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行为。
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行为是特定的，即义务人完成其行为所产生的能够满足权利人利益要求的结果。
（3）精神产品（非物质财富）。
西方学者称之为“无体（形）物”。
我国法学界常称为“智力成果”或“无体财产”。
（4）人身利益。
人身是由各个生理器官组成的生理整体（有机体）。
它是人的物质形态，也是人的精神利益的体现，包括公民、法人的姓名权、名称权；公民的肖像权、
名誉权等。
（三）法律关系的内容1.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
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它是法律规范的指示内容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落实，是法律规范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一种状态
。
法律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手段，是法律
关系主体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
法律义务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主体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手段，是法律关系主体为一定行为的必
要性。
2.权利义务的分类（1）基本权利义务与普通权利义务，根据根本法与普通法规定的不同，可以将权利
义务分为基本权利义务和普通权利义务。
（2）个人权利义务、集体权利义务和国家权利义务。
根据权利义务主体的性质，可以将权利义务分为个人权利义务、集体（法人）权利义务和国家权利义
务。
（3）绝对权利义务与相对权利义务。
根据相对应的主体范围，可以将权利义务分为绝对权利义务和相对权利义务。
3.权利义务的相互关系第一，从结构上看，权利义务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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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价值上看，权利和义务代表了不同的法律精神，它们在历史上受到重视的程度有所不同，因
而两者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是有主、次之分的。
第三，从产生和发展看，权利义务经历了一个从混然一体到分裂对立再到相对一致的过程。
第四，从数量上看，权利义务的总量是相等的。
4.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在由法律的一般规定转化为法律关系主体的
实有权利和义务以后，也还存在着一个实现问题，权利不能实现就歪曲了它的本质，而义务不能实现
就造成了对权利人利益的损害。
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最重要的是通过国家来保障。
例解下列有关法律关系客体的何种表述是错误的？
（2005/1/92，不定项）A.所有的法律关系客体均包含着某种利益B.无法律关系客体就无法律关系C.多
向（多边）法律关系的客体，可以有主次之分D.在确定法律关系客体的标准时，不涉及法的价值评价[
答案及解析]D。
考点3法律解释【08/—/6；07/—/5；06/—/7；05/—7；02/—/36】一、法律解释的概念法律解释是特定
的人或组织依据立法原意和法律意识对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具体内容和含义、术语所作的分析、
说明和解答。
二、法律解释的权限和分类1.法定解释与学理解释的概念根据解释主体和解释效力的不同，法律解释
可以分为法定解释和学理解释两类。
法定解释，也称正式解释、有权解释，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官员或其他有解释权的人依照宪法和法
律所赋予的职权，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根据解释的机关不同，通常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
学理解释，又称非正式解释、无权解释。
这类解释一般是指宣传机构、文化教育机关、科研单位、社会组织、学者、专业工作者和报刊等对有
关法律或法律条文所进行的理论性、知识性和常识性解释。
2.当代中国法的解释权限的划分（1）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进行的解释。
这种解释又称立法解释，包括对宪法的解释和对法律的解释两部分。
宪法解释权是国家最高的法律解释权。
立法解释的形式通常有：①在法律中另设专章或条款、附则直接进行解释，将解释的内容作为该法律
的一部分。
②通过法律草案的专题说明或以报告的形式来解释法律。
③在新制定的法律中对现行法律的某些规定作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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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高频考点对照速记》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精选常考考点，深入透彻分析，真题题型例解，相关法条链接，实用应考对策，巧记活记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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