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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国家司法考试的需要，根据广大应试人员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国家司法考试
辅导用书》(2003年版)。
 　　这套用书在撰写时力求反映和体现国家司法考试的特点，在注意学科科学性、系统性的同时，注
重法学基本理论和法律实务的结合，对应试人员应当掌握的各学科基本理论结合实际进行了系统阐释
，有较强的指导性和适用性。
在体例编排和内容安排上，为方便应试人员复习考试，本套用书根据司法考试的试卷内容范围分卷成
册，共分3册。
即：第一卷包括法理学、法制史、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和法律职业道德；
第二卷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卷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
度。
另外，还编辑了一本《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截止日期为2003年4月30日)。
 　　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将以本套辅导用书和现行法律法规汇编为依据，应试人员在使用本套用
书时应当注意掌握了解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本套用书由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组织编辑，约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外交学院、北京汉华律师事务所等院校和单位的知名学者和对
司法考试有一定研究的专家担纲撰写。
全书初稿完成后由法学界资深学者进行了审定。
这些专家、学者都担负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他们对本套用书的出版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
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套用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及前述有关
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疏漏或不当之处，敬请广大应试人员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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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理学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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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的渊源与分类　　第五节　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　　第六节　法的效力　　第七节　法律
关系　　第八节　法律责任　第二章　法的运行　　第一节　立法　　第二节　执法与司法　　第三
节　守法与违法　　第四节　法律监督　　第五节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　第三章　法的演进　　第
一节　法的起源　　第二节　法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法的传统　　第四节　法的现代化　　第五
节　法治理论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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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国法制史　　第一节　西周至秦汉、魏晋时期的法制　　第二节　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法制　　第三
节　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律　第二章　外国法制史　　第一节　罗马法　　第二节　英美法系　　第
三节　大陆法系宪法　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　　第二节　宪法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宪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宪法的作用　　第五节　宪法的渊源与宪法的结构　　第
六节　宪法规范　　第七节　宪法关系　　第八节　宪法与宪政　第二章　国家的基本制度(上)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第二节　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节　国家的基本文化制度　第
三章　国家的基本制度(下)　　第一节　政权组织形式　　第二节　选举制度　　第三节　国家结构
形式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五节　特别行政区制度　第四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概述　　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
本义务　　第四节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要特点　第五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
概述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四节　
国务院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六节　地方国家机构　　第七节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
　第六章　宪法的实施及其保障　　第一节　宪法实施概述　　第二节　宪法的解释　　第三节　宪
法的修改　　第四节　宪法的实施保障经济法　第一章　竞争法　　第一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二节　拍卖法　　第三节　招标投标法　第二章　消费者法　　第一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
节　产品质量法　第三章　银行业法　　第一节　商业银行法　　第二节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第四
章　证券法　　第一节　证券法概述　　第二节　证券发行　　第三节　证券交易　　第四节　证券
上市　　第五节　上市公司收购制度　　第六节　证券机构　　第七节　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　　
第八节　违反证券法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　财税法　　第一节　税法　　第二节　会计法　　第三节
　审计法　第六章　劳动法　　第一节　劳动法概述　　第二节　劳动合同　　第三节　集体合同　
　第四节　劳动基准法　　第五节　劳动争议　第七章　土地法和房地产法　　第一节　土地管理法
　　第二节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八章　环境保护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环境保护法的
基本制度　　第三节　环境法律责任　　第四节　环境纠纷的处理程序国际法　第一章　导论　　第
一节　国际法的概念　　第二节　国际法的渊源与编纂　　第三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第四
节　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二章　国际法主体　　第一节　国际法主体概述　　第二节　国家　　第三
节　国际组织　第三章　国际法律责任　　第一节　国际责任的构成　　第二节　国际责任的形式　
　第三节　国际责任制度的新发展　第四章　国际法上的空间划分　　第一节　领土　　第二节　海
洋法　　第三节　国际航空法　　第四节　外层空间法　　第五节　国际环境保护法　第五章　国际
法上的个人　　第一节　国籍　　第二节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　　第三节　引渡和庇护　　第四节　
国际人权法　第六章　外交关系法与领事关系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外交关系法　　第三
节　领事关系法　第七章　条约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条约成立的实质要件　　第三节　
条约的缔结　　第四节　条约的效力　　第五节　条约的解释和修订　　第六节　条约的终止和暂停
施行　第八章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第一节　国际争端与解决方法　　第二节　政治方法和国际
组织解决国际争端　　第三节　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　第九章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第一节　
战争与战争法　　第二节　战争状态与战时中立　　第三节　对作战手段的限制和对战时平民及战争
受难者的保护　　第四节　战争犯罪　国际私法　第一章　国际私法概述　　第一节　国际私法的概
念　　第二节　国际私法的范围　　第三节　国际私法的渊源　第二章　国际私法的主体　　第一节
　自然人　　第二节　法人　　第三节　国家　　第四节　国际组织　　第五节　外国人的民商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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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地位　第三章　法律冲突、冲突规范和准据法　　第一节　法律冲突　　第二节　冲突规范　　第
三节　准据法　第四章　适用冲突规范的制度　　第一节　识别　　第二节　反致　　第三节　外国
法的查明和解释　　第四节　公共秩序保留　　第五节　法律规避　第五章　国际民商事法律适用U
　　第一节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第二节　物权　　第三节　债权　　第四节　商事关系　　第
五节　家庭　　第六节　继承　第六章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　　第一节　国际民商事争议概述　
　第二节　协商和调解　　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　　第四节　国际民事诉讼　第七章　区际法律问
题　　第一节　区际法律冲突与区际冲突法　　第二节　区际司法协助　国际经济法　　第一章　导
论　第二章　国际货物买卖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第三节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第三章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第一节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第二节　其他方式的国际货物运输　　第三节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第四章　国际贸易支付　　第
一节　国际贸易的支付工具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支付方式　第五章　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第一节　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概述　　第二节　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　第六章　世界贸易组织与
中国　　第一节　世界贸易组织概述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机制　　第三节　世界贸易组
织的基本法律制度　　第四节　争端解决机制　　第五节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权利义务　第七
章　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其他法律制度　　第一节　国际知识产权法　　第二节　国际投资法　　第三
节　国际金融法　　第四节　国际税法　法律职业道德　第一章　法律职业道德概述　　第一节　法
律职业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加强法律职业道德建设
的必要性和作用　　第四节　法律职业责任概述　第二章　法官职业道德　　第一节　法官职业道德
的概念　　第二节　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法官职业责任　第三章　检察官职业道德
　　第一节　检察官职业道德的概念　　第二节　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检察官职
业责任　第四章　律师职业道德　　第一节　律师职业道德概述　　第二节　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和
终止　　第三节　律师的保密　　第四节　律师收费与财物保管规范　　第五节　利益冲突　　第六
节　执业推广　　第七节　律师同行之间的行为规范　　第八节　律师在执业机构中的行为规范　　
第九节　律师与律师行业管理或行政管理机构关系中的行为规范　　第十节　律师在诉讼与仲裁中的
行为规范　　第十一节　律师执业机构的行为规范　　第十二节　律师的职业责任第二卷  ⋯⋯第三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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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书附赠《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内容串讲》MP3光盘，由本辅导用书主要参编人员担任主讲人
，归纳提炼，浓缩重点，帮助考生提纲挈领，在全面系统的基础上把握应考知识，达到应试要求。
为考生打开成功之门提供更为灵活便捷的复习方式。
　　（本商品封面图片为单册，套装图片请以实物为准！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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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