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导师 

法学所导航 

走进法学所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博士后流动站

学友之家

考分查询

专题研究 

五四宪法和全国人大五十周

年纪念专栏 

最新宪法修正案学习与思考 

公法研究 

电信市场竞争政策 

证券投资基金法 

法律与非典论坛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1308    

２００３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考点精解（一） 

    

    

内容：法的演进 

    

    １．法的起源  

    

    （１）注意马克思主义对法的起源及其法的本质的学说。  

    （２）法产生的根源、法产生的主要标志、法与原始社会规范的主要区别、法产生的一般规律需要重

点记忆关键词句。  

    

    ２．法的历史发展  

       

    （１）封建社会中后期出现的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即商法兴起、罗马法复兴、资本原始积累的法

律、宪法性法律的开始制定。  

    （２）资本主义法与社会主义法产生和发展的一些特殊表述之处，容易将二者混杂在一起考查。  

    （３）重点注意法的继承的根据和内容。  

    

    ３．法的传统  

       

    （１）掌握法的传统与法律意识的含义。  

    （２）法律意识对法律的作用，即在法的演进过程、在现实的法律创制过程、在法的实施过程中的作

用。  

    （３）注意法系划分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法的传统的表述以及西方国家两大法系的含义。  

    

    ４．法的现代化  

       

    （１）由于现代化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或称“社会转型”，所以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活方式的变

化，而且是从物质到精神、制度到观念的社会总体的变迁，是特定社会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法

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需要相适应的、法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法的现代化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中

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标准。  

    （２）外源性法的现代化的特点，即被动性、依附性、反复性。  

    （３）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四个特点。  

    

    ５．法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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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法制与法治涵义的区别，即法治一词明确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显示了法律介入社

会生活的广泛性、蕴涵了法律调整社会生活的正当性。  

    （２）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条件， 制度条件 思想条件  

    

    

内容：法与社会 

    

    司法考试考查理论部分的知识时，考查考生对法律条文中相似规定的综合归纳能力，需要考生在复习

法律条文时应在一些并行排列的如条件、情形等的法律规定作出重点标记，以利于区分，才可以记得牢

固。在复习时，考生应对此多加留心。  

    本章中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与道德、法与宗教、法与人权五节需要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其中

的诸如关系、作用等重点关键词句即可。  

    

    来源：中国律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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