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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司 考 真 题 点 评   

宪法、法制史、法理学 
杨帆老师点评 

 

壹、试题分值统计表 

题型 
宪法 法制史 法理学 

题数 占分 题数 占分 题数 占分 

单选题 7 7 6 6 7 7 

多项选择题 6 12 2 4 6 12 

不定项选择题 1 2 0 0 2 4 

案例分析题 0 0 0 0 2 45 

总分值 
 21  10  68 

99 

贰、试题分值与考点分布统计表 

章节单元（宪法） 分值 考点 

宪法基本理论  6 
宪法的渊源；1954 年宪法与现行宪法的比

较；宪法修正案； 

国家的基本制度( 上)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国家的基本制度( 下)  5 
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特别行政区制度；

行政区域的设置；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2 劳动权与受教育权； 

国家机构 6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民族乡的职权；

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 

宪法的实施及其保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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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单元（法制史） 分值 考点 

中国法制史  7 

商鞅变法；唐律中的五刑；中国古代婚姻

与家庭继承制度；清末的预备立宪；十恶；

中国古代的法律解释 

外国法制史  3 
罗马法的复兴；英国的陪审制度；西方法

律史上的法律解释问题； 

 

章节单元（法理学） 分值 考点 

法的本体 6 

法的要素（规则、原则、概念）；法的效

力；法律渊源；法的可诉性；法的溯及力；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法的运行 7 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司法 

法的演进 51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选择和论述）；法律

传统（选择和论述）与法律现代化 

法与社会 4 
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法与人权的关系；

法与道德的关系 

参、07 年考试重点趋势点评 

  从上表可以看书宪法、法制史和往年一样，主要通过选择题的方式加以考察，而法理

学除了选择题以外，还考察了论述题。 

  其次，从分值的分布来看，体现了司法考试的一贯规律：“重者恒重”。过去对司法

考试的命题规律总结是：“重者恒重，轻者恒轻。”对于法理、宪法和法制史而言，轻者

不一定恒轻，但是重者一定恒重。如法理学中的法律规则与原则、法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

断、法律渊源、法律效力、法律解释与推理、法治理论、法与社会的一般关系、法律与道

德等知识几乎都是每年都会涉及的内容。宪法中的高频考点有宪法修正案、国家基本制度、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中中央国家机关的职权等。 

  第三、从题目的难度而言，今年的题目的难度要低于 2006 年，今年基本考察的都是一

些基本知识，法理没有过多的偏离大纲和教材，如果认真读书一般情况都能做答。特别是

第四卷论述题中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论述更是送分型的，与 2005 年的“案例、判例与

司法解释”和 2006 年对于《中华民国民法典》第一条分析相比较难度确实不大，只要考生

在备考的时候能够熟练的记忆，大致不会丢分。而宪法和法制史更是简单，都考察的是最

基础的。宪法除了多选题中国关于 1954 年宪法的那道题目外，考得都不偏，即没有过多的

考察令人头痛的各种提案，也没有涉及繁杂的国家机构职能的比较，只是考察最基本的，

如国家机构中很是简单地考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只考

察受教育权和劳动权。法制史中考察十恶、唐律中的五刑等都是最基础最容易记忆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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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从命题的质量来看，今年法制史的命题有些问题，其中第一卷的第 8 题和第 10

题设计和答案在我看来存在问题： 

题目 8 关于公元前 359 年商鞅在秦国变法，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 商鞅取消郡县制，实行分封制，剥夺了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B. 商鞅"改法为律"，突出了法律规范的伦理基础  

C. 商鞅推行"连坐"制度，鼓励臣民相互告发奸谋  

D. 商鞅提出"轻罪重刑"，反对赦免罪犯，认为凡有罪者皆应受罚 

答案 C、D 

考点 商鞅变法 

分析 商鞅变法的是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故 A 错。商鞅变法该法为律，扩充

了法律的内容，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了更高的位置，是法律观念

的又一进步，在此以前礼与刑强调法律的伦理性。故 B 错。此题司法部的

答案为 D，但是 C 为什么错了呢，难道商鞅变法没有实行连坐制度，鼓励告

奸吗？显然与史实不符。在司法部自己的教材第 95 页也能查到相关内容。 
 

题目 10 关于中国古代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律制度，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 

A. 西周时期"七出"、"三不去"的婚姻解除制度为宗法制度下夫权专制的典

型反映，然而"三不去"制度更着眼于保护妻子权益  

B. 西周的身份继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而财产继承则实行诸子平分制  

C. 宋承唐律，但也有变通，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 3 年不归、6 年不

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  

D. 宋代法律规定遗产除由兄弟均分外，允许在室女享有部分的财产继承权  

答案 B 

考点 中国古代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律制度 

分析 此题的选项 ACD 均属于对中国古代婚姻家庭与继承制度的正确表达。关键

在于 B 项，西周的身份继承实行嫡亲长子继承这是毫无疑问的，关于西周

财产继承有许多资料都表述为诸子均分制，但是并无史料的佐证，有史料

记载对财产继承采用诸子均分制的为汉代，《史记·陆贾列传》为佐证。

所以从考试的严肃性角度来讲，司法部的答案也是有问题，没有史料证明

西周的财产继承是嫡长子还是诸子均分故两者都是可能，故以没有定论的

历史问题设计考题，显然是不严肃的。 

肆、08 年司考备考建议 

  首先、从态度上认识到这三门学科尤其是法理在司法考试中重要性，在备考中认真对

待，莫一开始就放弃或者心存侥幸心理，平时不准备，临考报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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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备考战略来讲，首先要注意当年大纲的变化，对于大纲的新增知识点要格外

注意，一般的命题规律是当年的大纲的新增知识点往往是当年要考的内容，如今年的法的

可诉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 

  第三、面对良莠不齐的辅导资料，我的建议是要么选择司法部的推荐用书，要么选择

在辅导界授课时间较长、且在大多数辅导班授课的老师编写的辅导用书，因为他们对司法

考试的命题规律及重点有一定的把握。 

  第四、处理好做题和看书的关系。在这点上我的建议是要先精读教材，注意理解和记

忆，然后再做练习题，发觉自己的不足，翻过头来再有选择性的读教材中自己没有掌握的

章节。做题首选的题目当然是历年的真题。 

  第五、对于基础不好、对于理论知识点把握不够的考生我的建议是：上辅导班。我可

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对于今年法理、宪法的知识点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在来胜的冲刺班

上讲到过。 

  第六、克服畏惧心里，正确对待论述题。论述题已经成为司法考试的一个固定性的题

目，从 2005 年开始连续三年都有法理学方面的论述。有部分考生朋友对论述题心怀畏惧，

谈虎色变，一遇到论述题满头雾水，不知从何写起，也不知该怎么写，该写写什么。对于

这些朋友我的建议是对法理学的相关知识要融会贯通，不要孤立的记忆知识点，而是要把

知识点串起来，理解他们的内在关系，这样写起来就不会难。还有平时备考的过程也应该

做一些论述，锻炼自己的思路和行文能力。 

  今天就谈这些内容，诚挚的祝愿来年参加考试的朋友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