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国家司法考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9)国家司法考试>>

13位ISBN编号：9787800808173

10位ISBN编号：7800808173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李曰龙、 新东方北斗星司法考试研究中心主编 群言出版社  (2009-02出版)

作者：李曰龙

页数：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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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国家司法考试>>

前言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部门法因为名称前面都有一个“国”字，所以在司法考试中被
简称为“三国法”。
总结历年司考，三国法的分值大致可以确定，第一卷的30％，50分左右。
如何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取得尽量大的得分收益是司法考试中三国法复习的关键点！
于此，作者有三点忠告，希冀可以裨益读者：第一，司考所考查的内容只是三国法最基本的知识、理
论，是最基本的国际条约、惯例和与国际法相关的国内法中的最基本的部分。
题型主要是单选、多选、不定项选，没有第四卷的主观题目。
做题需要的通常只是知识点的直接运用，复杂的法律推理几乎没有。
因此，面对三国法我们首先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
三国法能拿分，三国法好拿分！
第二，国际法学博大精深，造化取境，圆融深邃；学说见解，汪洋无际；致用机理，无微不至。
可是，司法考试当中只考30多道题，区区50分左右。
这就决定了司法考试考查的只是三国法最为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必须在三国法的重
要考点上下工夫，千万不要流连其他而浪费时间和精力。
三国法的复习必须抓重点！
第三，三国法的复习必须注重做题技巧的培训。
很多考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理论、法条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一做题就错。
尤其是面对多选题和不定向选择题，要么模棱两可而手足无措，要么身在陷阱还自以为是。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原因就在于考生在复习时仅仅注重考点的学习和记忆，而忽视了对做题
感觉、做题技巧的培养和培训。
掌握考点知识点和培养做题技巧是我们顺利通过司法考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因此，复习时万不可忽视训练做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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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部门法因为名称前面都有一个“国”字，所以在司法考试
中被简称为“三国法”。
总结历年司考，三国法的分值大致可以确定，第一卷的30％，50分左右。
如何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取得尽量大的得分收益是司法考试中三国法复习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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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曰龙，新东方北斗星培训学校司法考试研究中心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国际法博士，深谙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动态。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致力于司法考试研究，多次参与司法考试辅导教材和模
拟习题的编写，授课要点突出，生动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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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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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国际法上的个人第五讲 外交关系法和领事关系法第六讲 条约法第七讲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第八讲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第二部分 国际私法第一讲 国际私法导论第二讲 适用冲突规范的五项制度第三讲 国
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四讲 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第五讲 区际法律问题第三部分 国际经济法第一
讲 国际货物买卖法第二讲 国际货物运输法第三讲 国际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法第四讲 国际贸易支付第五
讲 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第六讲 世界贸易组织法第七讲 国际知识产权法第八讲 国际投资法第九讲 
国际融资法第十讲 国际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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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国际公法导论本讲结构：按照大纲要求，本讲包括国际法的概念和特性、国际法的渊源与编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等内容。
但是，从考试的角度来说，把复习的重点放在国际法渊源、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三个考点上即可，其他的大可放手不管。
对于上述三个考点我们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必要的记忆。
同时，对之较好的理解掌握，也可以为整个国际法的复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考点一：国际法渊源法学理论1.概念：国际法的渊源一般是指国际法规则作为有效的法律规则所存在
和表现的方式。
它的意义在于指明去哪里寻找国际法规则，以及如何识别一项规则是否是有效的国际法规则。
2.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
3.确立国际法原则的辅助方法：司法判例、各国国际法权威学者的学说、国际组织的决议。
考点解析（一）国际条约国际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根据国际法而订立的具有权利和义务内容的书
面协议。
它是现代国际法最主要的法律渊源。
（二）国际习惯国际习惯，亦称国际习惯法，指长期的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
国际习惯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物质要素或客观要素，即存在各国反复一致地从事某种行为的实践；
二是被各国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即心理因素，或称主观因素，指该项惯例被接受为法律，得到“法
律确信”。
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证明一项国际习惯是否确立和存在，一般应特别注意下列三个方面：①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方面的实
践，主要表现于条约、宣言、声明及各种外交文书中；②国际组织的实践，主要表现于决议、判决中
；③国家内部的行为，表现于国内法规、判决、行政命令等文件中。
国际习惯与国际惯例的关系。
在国际法中，国际习惯一词是意义明确的法律用语，其表明具备了两个构成要素的、具有法律拘束力
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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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东方·2009国家司法考试:国际法》由群言出版社出版。
司考名师辅导经验总结，追踪司考改革新动向；精彩授课内容书面展示；引领应试复习高效化。
真题、法条、理论，司考应试三大法宝的完美结合，前瞻标准，独一无二！
从容结构海量知识，尽显新东方实用理性，突破应试瓶颈，超越以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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