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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266814.htm 一、法理学 在2007年司法考试

中，法理学在客观题中的分值为25分，在主观题中的分值

为45分(其中分析题20分，论述题25分)，总分值高达70分。因

此，在某种意义上讲，随着司法考试对考生理论水平要求的

提高，法理学已经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小学科，而是一个

得分大户，是司法考试中一个日益重要和不断崛起的大学科

。 今年法理学考核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1)基本理论依然是

考核的重点。法理学是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法理

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属于每年几乎都要考的内容，体现出了

“重者恒重”的特点。今年法理学客观题涉及到的考点有：

法的本质、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法律溯及力、

法律解释、中国法律解释体制、法律推理、法律适用、司法

、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人权、法律关系、权利与义务、法律

传统与法制现代化等，这些考点绝大部分属于传统考点，也

是我们在考前反复强调要求考生重点把握的内容；(2)大纲修

订及新增部分成为考试特别青睐的内容。卷一及卷四考试中

涉及到的“法律的可诉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两个问题，

属于今年大纲修订增加的新内容，很自然就在考题中得到及

时体现。(3)出现了新的考试形式。以前法理学内容仅在客观

题中出现，2005年的论述题出现了纯粹的法理学命题，而今

年法理学内容竟然成为第四卷的开篇简答题，这一个变化可

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不过细想一下也许会发现这种情况的

出现多少具有必然性：司法考试一直在增加对考生理论能力



和理论水平的考核，而法治理念属于一个重大而新颖的法治

问题，它当然可以通过特别的方式得到特别的体现。 二、论

述题 论述题在整个司法考试中属于非常特殊的一类题目，它

理论性强、争议性强，缺乏固定的答题模式，属于考生比较

头疼的部分。 今年在论述题考核方面，出现了如下一些新情

况。 首先是考核方式的变化，即不再是过去的出什么答什么

的方式，而是出两道问题，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其一

作答，这种方式对考生是比较有利的，它可以尽量避免因出

题较偏而导致某些考生出现不会答的情况，可以比较合理地

体现考生的真实水平。 其次，今年的两道论述题都属于材料

分析类的问题，给考生可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具体说来，第

一道题目属于比较纯粹的法理学问题，答题最好以法律传统

和法制现代化为理论背景：“无讼”和“厌讼”是古代中国

的法律传统，随着法制现代化的转型，人们开始选择和亲近

诉讼，这表明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法律观念的更新。但

是，与“无讼”和“厌讼”相伴随的调解制度其实在现代社

会依然是有积极意义和特殊价值的，所以，对于诉讼率的提

高要辩证看待，既要重视诉讼，也要关注和解、调解等替代

性纠纷解决机制；第二道论述题属于行政法中行政许可的问

题。对于部门法论述题，一般的思路是用部门法的一般原理

和基本原则来阐释分析。具体说来，这道题的解题思路可以

这样设计：有关政府部门收回生效行政许可的做法是违法的

，理由包括，(1)该行为违反了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根

据该原则，政府对公民做出的承诺或决定，除非特殊情况，

不允许随意改变和撤销；(2)该行为也违反了现代公法中的正

当程序原则，根据正当程序的具体标准，政府在做出对公民



不利的决定时，应该保障相对方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申辩权，

否则该决定就是违法的；(3)该行为也与构建服务型政府和诚

信政府的法律目标存在冲突。 最后，与上述考试形式的变化

相关，论述题的分值直接下降到了25分，但从长远来看，这

种情况只是今年的例外，并不意味着论述题重要性的降低，

更不意味着这会成为未来考试的常规模式。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