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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名师大讲义》集名师讲义、考点精讲、历年真题、易混易错、重点法条、经典习题于一体，囊
括历年司法考试的考点、重点和难点，以“讲、评、练”的形式集中展现，既将高频考点逐一作出梳
理，又对新增法规进行详细解读，有利于考生扎实掌握基础理论，强化实战经验，迅速提高其得分能
力。

《理论法学(国家司法考试教材)》(编者扬帆、刘佳)为其中一册，收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宪法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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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一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
第一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第三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
第三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
法理学
第一讲法的本体
第一节法的概念
第二节法的价值
第三节法的要素
第四节法的渊源
第五节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
第六节法的效力
第七节法律关系
第八节法律责任
第二讲法的运行
第一节立法
第二节法的实施
第三节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
第四节法律推理
第五节法律解释
第三讲法的演进
第一节法的起源
第二节法的发展
第三节法的传统
第四节法的现代化
第五节法治理论
第四讲法与社会
第一节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
第二节法与经济
第三节法与政治
第四节法与道德
第五节法与宗教
第六节法与人权
法制史
第一讲中国古代法制史
第二讲中国近代法制史
第三讲罗马法
第四讲英美法系
第五讲大陆法系
宪法
第一讲宪法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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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宪法的概念
第二节宪法的发展历史
第三节宪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宪法的作用
第五节宪法的渊源与宪法典的结构
第六节宪法规范
第七节宪法效力
第二讲宪法的实施及其保障
第一节宪法实施的途径及特征
第二节宪法制定与修改
第三节宪法解释机关
第四节宪法实施的保障
第三讲国家基本制度
第一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第二节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节国家基本文化制度(略)
第四节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第五节选举制度(另辟专讲论述)
第六节国家结构形式
第七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八节特别行政区制度(另辟专讲论述)
第九节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
第四讲选举制度
第五讲特别行政区制度
第六讲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基本权利
第三节基本义务
第七讲国家机构
第一节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第二节中央国家机关
第三节地方国家机关
第四节司法机关
司法职业道德
第一讲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概述
第一节司法与司法制度的概念
第二节法律职业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第三节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第二讲审判制度及法官职业道德
第一节审判机关
第二节法官
第三节法官职业道德
第四节法官的职业责任(略)
第三讲检察制度及检察官职业道德
第一节检察机关
第二节检察官
第三节检察官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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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检察官职业责任(略)
第四讲律师制度与律师职业道德
第一节律师管理体制
第二节律师执业
第三节律师事务所
第四节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第五节律师执业责任(略)
第六节法律援助制度
第五讲公证制度及公证员职业道德
第一节公证制度概述
第二节公证员职业道德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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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法制与法治的含义1.法制，是指法律制度的总称。
社会主义法制指由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下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的总
称，是社会主义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各环节的统一，核心是依法办事。
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社会主义法治，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即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理论、原则、
制度和方法。
（二）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区别1.法治一词明确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
在国家治理的方式上，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1）人治指统治者的个人意志高于国家法律，国家的兴衰存亡，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和素质，
人治不可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2）法治是众人之治，是与民主相联系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因此，社会主义法治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武装力量、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和全体公民
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所有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
2.法治一词显示了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广泛性。
（1）法制主要强调法律和制度及其实施。
狭义地说，它仅指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一种制度；广义地说，它也只是包括法律实施在内的
一种活动，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范围从字面上是无法界定的。
（2）法治一词的涵义比较明确，就是在全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必须依法办事。
法律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法治要求法律更全面地、全方位地介入社会生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法学>>

编辑推荐

《2011名师大讲义:理论法学》：国家司法考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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