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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年到司法考试复习的提高阶段，很多考生都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越学越多，越学越乱，越学越不会
。
究其原因，一是不会重点学习：不会、不敢、不忍放弃，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与考点知识不加区
分、广取博爱。
二是不会深入学习：掌握了考点知识的概念，却没有理解其内涵，掌握了考点知识的表面特征，却没
有领会其实质构成，不能由表及里，深入把握其内在精神与要领。
三是不会联系学习：不会加强相同考点的串联、相异考点的对比、相似考点的区分，不能以点带面、
融会贯通，不能形成考点知识系统。
四是不会整体学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掌握了一个一个孤立零散的具体制度这些“棋子”，没有
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个部门法的考点知识“一盘棋”。
 为帮助大家克服上述提高阶段之不足；我们修订编写了《2010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本书分为《民
法60专题》、《刑法50专题》、《诉讼法45专题》、《商经法·国际法学46专题》、《行政法．理论
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五部分，通过精心筛选考点，深度解析考点，形成考点知识系统，在近5年司
法考试考点涵盖基础上，加强联系对比区分，揭示考点、分解考点、突破考点、训练考点，推进大家
在提高阶段的复习中迈上一个更高台阶，实现高分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2009年司法考试，有超x过95％的试题可以直接在本书上找到答案。
以民法为例，依据《2008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之《民法62专题》可以直接得出当年94．6％的民法试
题答案。
除3道单项选择题外（第4、18、24题），其余的53道题本书全部进行了准确的提示和讲解。
依据《2009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之《民法60专题》可以直接得出当年98％的民法试题答案。
除1道多项选择外（第58题），其余的46道题本书全部进行了准确的考点提示和讲解。
帮助大家强化突破最重要的95％，这就是本书的目标!一、本书主要特点1．明晰部门法精神，形成考
点知识系统。
首先，提炼部门法精神。
所谓的部门法精神，就是该部门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内在特性。
它是一个部门法的灵魂，统率着部门法具体制度的建立和形成。
只有把握住了部门法精神，才能从总体上准确把握部门法具体制度的精髓和要领。
其次，构建部门法知识体系。
通过知识体系的构建分析，将单个的考点知识串起来形成考点知识的面，让一个一个考点知识面串起
来形成1+1>2的考点知识系统。
通过精神和体系，展现部门法考点知识内在逻辑和外在结构，彼此紧密相连，相互融会贯通。
2．揭示考点、分解考点、突破考点。
本书以近5年司法考试考点为中心，凸现提高强化特性。
（1）揭示考点。
在部门法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考点知识的纷繁复杂中，明确告诉大家，部门法的考点是什么，
让考点昭然若揭。
（2）分解考点。
对考点知识的本质内涵进行剖析，对考点中的疑点难点进一步澄清，由表及里，直击考点精髓。
（3）突破考点。
根据司法考试考查规律，着力考点知识的联系对比和区分，加强相同点，辨析相似点，甄别相异点，
让大家对考点知识切实做到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3．精选历年真题和典型案例，全方位推进考点训练。
首先，每一专题的讲解均由一道近5年的典型真题引领，以考试为中心，检验对专题考点知识的掌握
程度，启发大家对专题考点的深层思考。
其次，围绕考点，设计连环案例，环环相扣、步步追问，加强考点理解，深化每一专题考点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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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每一专题案例的最后再安排一道近5年的典型真题进行总结，再次对考点进行实战强化。
4．归纳重点法条，强化考点的多层次理解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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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年到司法考试复习的提高阶段，很多考生都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越学越多，越学越乱，越学越
不会。
究其原因，一是不会重点学习：不会、不敢、不忍放弃，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与考点知识不加区
分、广取博爱。
二是不会深入学习：掌握了考点知识的概念，却没有理解其内涵，掌握了考点知识的表面特征，却没
有领会其实质构成，不能由表及里，深入把握其内在精神与要领。
三是不会联系学习：不会加强相同考点的串联、相异考点的对比、相似考点的区分，不能以点带面、
融会贯通，不能形成考点知识系统。
四是不会整体学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掌握了一个一个孤立零散的具体制度这些“棋子”，没有
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个部门法的考点知识“一盘棋”。
　　为帮助大家克服上述提高阶段之不足；我们修订编写了《2010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行政法
·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法律版)》分为《民法60专题》、《刑法50专题》、《诉讼法45专题》
、《商经法·国际法学46专题》、《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五部分，通过精心筛选考
点，深度解析考点，形成考点知识系统，在近5年司法考试考点涵盖基础上，加强联系对比区分，揭
示考点、分解考点、突破考点、训练考点，推进大家在提高阶段的复习中迈上一个更高台阶，实现高
分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2009年司法考试，有超x过95％的试题可以直接在《行政法·理论法学·
司法制度46专题(法律版)》上找到答案。
以民法为例，依据《2008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之《民法62专题》可以直接得出当年94．6％的民法试
题答案。
除3道单项选择题外（第4、18、24题），其余的53道题《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法律版)
》全部进行了准确的提示和讲解。
依据《2009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之《民法60专题》可以直接得出当年98％的民法试题答案。
除1道多项选择外（第58题），其余的46道题《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法律版)》全部进
行了准确的考点提示和讲解。
帮助大家强化突破最重要的95％，这就是《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法律版)》的目标!　
　一、《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法律版)》主要特点　　1．明晰部门法精神，形成考点
知识系统。
　　首先，提炼部门法精神。
所谓的部门法精神，就是该部门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内在特性。
它是一个部门法的灵魂，统率着部门法具体制度的建立和形成。
只有把握住了部门法精神，才能从总体上准确把握部门法具体制度的精髓和要领。
其次，构建部门法知识体系。
通过知识体系的构建分析，将单个的考点知识串起来形成考点知识的面，让一个一个考点知识面串起
来形成1+1>2的考点知识系统。
通过精神和体系，展现部门法考点知识内在逻辑和外在结构，彼此紧密相连，相互融会贯通。
　　2．揭示考点、分解考点、突破考点。
　　《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法律版)》以近5年司法考试考点为中心，凸现提高强化特
性。
（1）揭示考点。
在部门法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考点知识的纷繁复杂中，明确告诉大家，部门法的考点是什么，
让考点昭然若揭。
（2）分解考点。
对考点知识的本质内涵进行剖析，对考点中的疑点难点进一步澄清，由表及里，直击考点精髓。
（3）突破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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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司法考试考查规律，着力考点知识的联系对比和区分，加强相同点，辨析相似点，甄别相异点，
让大家对考点知识切实做到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3．精选历年真题和典型案例，全方位推进考点训练。
　　首先，每一专题的讲解均由一道近5年的典型真题引领，以考试为中心，检验对专题考点知识的
掌握程度，启发大家对专题考点的深层思考。
其次，围绕考点，设计连环案例，环环相扣、步步追问，加强考点理解，深化每一专题考点训练。
最后，每一专题案例的最后再安排一道近5年的典型真题进行总结，再次对考点进行实战强化。
　　4．归纳重点法条，强化考点的多层次理解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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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体系专题1 罗马法专题2 两大法系的比较专题3 不同国家具体法律制度的比较中国法制史的体系专
题4 中国古代立法专题5 中国古代刑事制度专题6 中国古代的民事制度：契约、婚姻与继承专题7 中国
古代的司法制度专题8 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律司法制度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的体系专题1 司法制度
和法律职业道德概述专题2 法官与检察官的职业道德专题3 律师职业道德及公证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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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申请。
（1）申请的方式：书面申请为原则，口头申请为例外。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
；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行政机关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
（2）申请应当包括的内容：①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②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
述；③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
（3）应当出示的证明文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政府信息的，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
2．答复。
（1）答复的方式。
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①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②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③依法不属于
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
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④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
充；⑤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
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
（2）答复的期限：①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
②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
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规定的期限
内。
3．费用。
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除可以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行政机关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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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法律版)》：体系表+真题+考点精讲+实例+法条=司考过关统
计表明：每年司法考试95％以上试题都可以直接在《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法律版)》
中找到答案。
被考生评为短时间提高司考成绩最佳图书。
2010年全新修订——潜心研读20天提高效率百分百奉献权威实用精品 搭建考试成功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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