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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司法考试大纲比对解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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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2 年大纲看命题趋势 

一、 大纲总体变化概述 

12 年司法考试大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部分变化较大，其中新增考点 21 个，修改考点 2 个，删除

考点 10 个。12 年大纲变化主要是把 11 年大纲中第二章的五小节内容变化为五个独立的章节，需要引

起考生的重视。12 年大纲删去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此部分的内容。 

二、12 年命题趋势分析 

针对大纲的修改，12 年卷四的分析题中考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可能性仍旧很大，考生对于这一

部分的变化需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在选择题的考点中这一知识点仍旧是高频考点。尤其对于五个新增

的独立章节，很有可能成为 12 年命题的重点。 

三、备考 12 年司考方法与技巧 

12 年的司考在考试的模式和风格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考生在备考中通过分析历年真题可以

对考试风格具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同时，掌握大纲规定的知识点，重视新增和变化的知识点。 

12 年大纲增删考点汇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12 年新增考点 

章名 节名 新增考点 

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理念的

基本内涵 

 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 

 依法治国方略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 

依法治国理念的

基本要求 

 充分发挥依法治国方略的重大作用 

 实现法律手段与其他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有机结合 

执法为民 

执法为民理念的

基本内涵 

 执法为民的基本含义 

 构建以社会成员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权利保护

体系 

执法为民理念的

基本要求 

 自觉践行执法为民理念 

 坚持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高度统一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理念的

基本内涵 

 公平正义的基本含义 

 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 

公平正义理念的

基本要求 

 正确处理法理与情理、程序与实体、公正与效率、普遍

与特殊、司法与其他社会纠纷解决手段之间的关系 

服务大局 

服务大局理念的

基本内涵 

 服务大局的基本含义 

 准确认识和把握大局 

服务大局理念的

基本要求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依法正确履行职责 

 

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理念的

基本要求 

 党的领导的基本含义 

 党对法治事业的领导作用 

 党的领导在法治事业中的集中体现 

党的领导理念的  突出和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 

                                                        
1 法理学大纲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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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涵  始终坚持依法领导 

 充分重视科学领导 

12 年修改考点 

章名 节名 
修改考点 

12 大纲 12 大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的基本理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的地位 

 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必须长期

遵循的指导思想 

12 年删除考点 

章名 节名 删除考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的基本理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的基本概念和

本质属性 

 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的基本理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的理论渊源和

实践基础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的基本要求 

健全完善立法  健全完善立法的基本要求 

坚持依法行政  坚持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严格公正司法  严格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 

其他基本要求 

 加强制约监督 

 自觉诚信守法 

 繁荣法学事业 

 坚持依法行政 

12 年法律法规目录增删：无 

新增考点精讲 

考点一、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而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

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

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略上作出的重大抉择。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是一项浩瀚庞大、复

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中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依法

治国方略实施的必要前提。第二、依法行政。一是要求合法行政。二是要求合理行政。三是要求程序

正当。四是要求高效便民。五是要求诚实守信。六是要求权责统一。第三、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

第四、普遍、严格遵循法律。第五、构建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 

要把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实践结合起来，突出依法治国在不同发展阶

段中的不同重点，发挥依法治国在不同时期的特殊功能与作用。 

考点二、执法为民 

执法为民的基本含义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等社

会主义法治实践活动，都必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与愿望，体现广

大人民的情感与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为人民群众有效地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和

社会管理，自主地从事各种正当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合理地追求生存和生活状态的改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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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支持与保护。与此同时，引导和帮助人民群众学法用法、遵纪守法，使人民群众逐步熟悉和

适应法治环境，学会在法治条件下处理各种事务的本领，从容自如、有尊严地生活在社会主义法治社

会之中。执法为民的实质就是法治为民。 

执法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在法治事业中的具体贯彻。执法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然要求和

实际体现。执法为民是新时期我国民主政治实践创新的必由之路和重要内容。执法为民是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事业顺利推进的重要动力。 

考点三、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理念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

会的共同理想，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公平的朴素含义是公允持平、不偏不倚、办事公道、

利益均衡；正义意味着惩恶扬善、激浊扬清、是非清楚、道义分明。第二、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性范

畴。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平正义的实际内容及其实现方式和手段具有重要差异，人类社会不存在普适

于一切国度、完全相同一致的公平正义的标准。第三、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价值基础。

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和维护的主流价值。公平正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与迫切

要求。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公平正义是树立和强化法制权威的必要前提和

保证。 

考点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和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凝聚着

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智慧和艰辛探索。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法制创建和司法实践活动，为新

中国法治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人民民主

专政理论和民主建国的重大方针，1954 年制定了第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用领导集体，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略，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在根本大法中确立了

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对法治事业的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筹划和部署。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局的

高度，在认真总结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实践，充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

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崭新的概念，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