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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考研序列之2：法研秘籍历年真题精解》严格按照原指定教材的体系结构，
将最近十年的历年真题归属于各个章节进行全面详尽的解析。
采用考点分类解析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考研序列之2：法研秘籍历年真题精解》体系设计的一大亮
点，也是法大考研辅导界历年真题解析的一大创举。
“考点分类解析”的特点是重点突出，让所有考生能够轻而易举地明确各章节的重点内容和考点，在
学习过程中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学习从而大幅提高学习效率。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考研序列之2：法研秘籍历年真题精解》体例安排采用从新到旧的顺序，突
出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的一个规律性特点“从新兼从重原则”。
所谓“新”，即确保考生在最新的命题结构下明确命题思路和特点。
所谓“重”，即确保考生能够容易明确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考研序列之2：法研秘籍历年真题精解》在解析主观试题时采用“参考答案
及评分标准”的模式，不仅有利于考生明确答题思路和答案要点，同时更加有利于考生熟悉评卷人的
采分点即考生的得分点，从而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和答题的针对性，最终提高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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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法研学校，隶属于北京法研教育科技集团，是一家经教育、工商部门批准注册，致力于“中
国政法大学考研培训”的专业化、权威化大型教育培训机构；拥有中国政法大学最雄厚的师资力量和
教育、信息内部资源，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凭借其成熟的培训体系，独特的办学特色，国际化的专
业教学管理以及无与伦比的辅导效果，保证了其辅导班的教学质量、规范运作和诚信经营，为中国教
育培训界树立了一面正规的旗帜，北京法研学校已成为中国政法大学考研培训界的高端责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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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北京法研学校校长杨帆老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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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 权力分立与制衡学说的历史发展。
 为了确保人权的彻底实现，资产阶级采纳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作为政权机构组织和运行的指导原
则。
权力分立与制衡是指国家权力按照性质包括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由三种机构分别
行使，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并且最终达到平衡。
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最早阐述分权的必要性，近代思想家在古希腊、古罗马分权制衡思想的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分权理论。
英国洛克提出分权理论，其认为国家包括三种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
系统阐述分权制衡理论的是法国的孟德斯鸠，其认为国家权力包括三种，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三权分别由三种机构行使。
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思想，认为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
（2分） （2） 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在各国宪法中的体现。
 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是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根据近代分权思想确立的，他们
在革命成功后建立国家、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将其表现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1787年《美国宪法》就按照典型的分权、制衡原则，确立了国家的职权体制。
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法院。
法国《人权宣言》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受到美国、法国等的影响以不同形式确认分权原则。
《日本宪法》的相关条文体现出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德国基本法》也存在相应的规定。
社会主义国家原则上不承认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而实行监督原则，并且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巴黎公社所首创。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考研序列之2>>

编辑推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考研序列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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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