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一)概述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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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479733.htm 总体来说，首次国家司法考试

试卷（一）命题的思路可以用迂回曲折来形容，也就是这种

选拔性质的考试不再仅仅是限于非常直观的题目，而是需要

考生绕一些弯子才能答对。当然，其中也不乏纯粹考查记忆

的题目，但随着日后的发展，纯粹考查记忆的题目将会逐年

减少。这需要考生体会出题者的出题规律和重点，才能在复

习时有的放矢。一、试题分值及分布 法 理 学 ４ ７ ４ １５ 

宪 法 学 ５ ７ ４ １６ 国 际 法 ４ ４ ２ １０ 国 际 私 法 ４ ９ 

２ １５ 国 际 经 济 法 ５ ６ ４ １５ 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 

３ ７ ０ １０ 劳 动 法 ２ ３ ０ ５ 税 法 ２ １ ０ ３ 产 品 质 量 

法 ０ ３ ０ ３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 ０ ０ １ １ 拍 卖 法 １ １ ０ 

２ 招 标 投 标 法 ０ １ ０ １ 房 地 产 管 理 法 ０ １ ０ １ 商 业 

银 行 法 ０ ０ １ １ 证 券 法 ０ ０ ２ ２ 合 计 ３０ ５０ ２０ 

１００ 由上表可以看出与往年相比较主要变化就是试题难度

有所增加。例如今年试卷（一）中多选题数量比去年增加了

１０题，而单选题相对减少了１０题。多选题考查的知识点

比单选题要广泛的多，难度也相应增大。需要提醒考生注意

的是，司法考试指定教材的内容每年都会有些变动，因此为

应付考试最好的办法是购买新教材。而使用旧教材复习，如

果遇到与新教材说法不同的情况，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常

识或者采用答题技巧来答。比如有些题中的选项表述，根据

常识就可以排除，具体答题技巧请参见往期的试题分析。二

、对各部分考查知识点的分析及今后复习的重点 （一）法理



学部分 １．试卷（一）考查的知识点： 法律体系的特征、法

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关系、违法行为的构成、道德与法的关

系、法律制裁、立法、法的指引作用、影响法律秩序的因素

、法的移植、法律解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法的

本质学说、法的实现的评价标准、法律推理、法律权利的内

容。法理学部分考查的理论深度今年有所增加，许多题目只

是纯粹看复习指南中的理论不会直接找到答案，需要总结之

后并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得出。 ２．司法考试需要重点

掌握的知识点： （１）法的特征、作用；法律规范；法律规

则；法律原则的种类及与法律规则的区别；法律部门的涵义

、划分的标准和原则；法的效力渊源、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

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的层次和范围；法律关系的概念、

性质、特征、种类；法律事实、法律事件、法律行为；归责

的基本原则。 （２）当代中国的立法体制和程序；执法的涵

义和特点；法的执行主要原则；司法的涵义、特点、原则以

及守法的涵义、意义；法律解释的涵义、特点、种类、目标

；法律监督的涵义、构成。 （３）法的起源的各种学说；法

产生的根源、主要标志、规律；资本主义法的产生、具体形

式、发展；社会主义法的特点；法的继承；法系的概念和类

别。 （４）法与政策的区别及其相互作用。 （５）法制的概

念；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

历史阶段；法治的涵义、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的涵义、社会

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联系与区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实现的标志和面临的问题。 （二）宪法学部分 １．试卷（一

）考查的知识点： 行政区域的划分和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

的主管部门、水流的所有权归属、宪法附则、公民的物质帮



助权、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含义、１９９９年宪法修正案的

主要内容、公民享有选举权的条件、立法权限的划分、全国

人大常委会质询权行使的条件和程序、宪法的指引作用、选

举的有效条件、中国国籍取得的条件、国家机构的职权。司

法考试涉及宪法条文的内容大多可以从指定教材中找到，试

题主要考查的是记忆能力。只需识记指定教材中引用的条文

，就足以应付考试。宪法修正案每次修订的条文都很重要，

应当重点识别记忆原文。选举法应注意其中规定的一些数字

条件和程序条件。 ２．司法考试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 （

１）宪法的三个特征、宪法的本质；近代意义宪法的产生发

展、特点；新中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

、三次修正；宪法的分类、四个基本原则、作用、渊源、结

构；宪法规范的概念、五个主要特点；宪法关系的概念、主

体、内容、客体；宪政的概念、特征及与宪法的关系。 （２

）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及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特色；国

家基本经济制度为重点，包括经济制度的概念、社会主义公

有制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内容。 （３）政体的概念和种类与国体的关系；我国选举

制度的四个基本原则、选举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我国选

举的民主程序；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和种类、决定国家结构

形式的因素；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治权；特别行政

区的特点、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 （４）公民与人民的区别；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概

念、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新发展、我国公

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四个主要特



点。 （５）国家机构的概念、分类、五个组织和活动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成、任

期、职权、工作程序；国家主席的性质和地位、产生和任期

、职权；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组成和任期、领导体制、职

权；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组成和任期、责任。 （

６）宪法实施的涵义、三个主要特点、四个主要原则、实施

条件；宪法的执行和宪法的适用、宪法的遵守；宪法解释的

机关、原则和方法；宪法修改的三个方式、程序；宪法实施

保障的内容、体制、基本方式、我国的宪法实施保障。 （三

）国际法部分 １．试卷（一）考查的知识点： 国家继承、国

际赔偿责任、引渡、反报复和报复的区别与应用、国际法的

不干涉内政原则、国际法上边境制度和领空领海制度、国际

条约的效力、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从试题分析，本部分

考查的知识点非常分散，知识点涉及指定用书中每一章的内

容。此外，国际法部分的试题难度加大，都以案例形式出现

而没有识记类题目，考查考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由于国际法

部分基本没有明确的法条需要复习，每个考题在指定用书中

又都可以找到出处，因此，掌握指定用书中的理论即可。 ２

．司法考试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 （１）国际法的特点、

渊源、在我国国内的适用；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

２）国际法主体的概念、范围；国家的构成要素、类型、国

家的四个基本权利；国家的管辖权、管辖权的冲突和解决、

国家主权豁免；国际组织的概念、法律地位、一般制度；联

合国的宗旨、主要机关、专门机构及其会员国。 （３）国家

不当行为的要件、排除不当性的情况；国际责任的形式包括

终止不当行为、恢复原状、赔偿、道歉、保证不再重犯、限



制主权；国际刑事责任问题。 （４）领土的构成、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的限制、领土的取得方式；内海及有关制度、毗

连区及有关制度、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群岛水域及其制度

、国际航行海峡的通行制度、公海与公海制度、国际海底区

域；国际民航的损害赔偿责任；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和主要

法律制度。 （５）国籍的丧失、国籍的冲突和解决；外国人

的待遇；外交保护的性质、条件和范围；庇护；国际保护人

权机制、国际人权条约体系。 （６）使馆的特权与豁免、外

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外交人员特权与豁免的适用范围、使

馆及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人员的义务；领事机构的建立及其

职务、领事馆的特权与豁免、领事官员的特权与豁免、领事

特权与豁免的适用范围。 （７）条约的特征、种类、成立的

实质要件、缔结程序和方式；条约的保留、登记、效力、解

释和修订、终止和暂停施行。 （８）国际争端的类型、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国际争端

解决的政治方法包括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和解

；国际组织与国际争端的解决、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包

括仲裁和法院方式。 （四）国际私法部分 １． 试卷（一）考

查的知识点： 本部分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私法的具

体理论，包括识别、反致、转致使、间接反致、准据法的特

点、法律规避等；一个是我国法律关于法律适用和管辖权的

条款，包括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涉外民事诉讼时效的确定、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涉外法律文书的送达、涉外民事

诉讼代理、外国法院判决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涉外赡养、

我国法律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等。试题对国际私法的理论

问题采取了识记和实际应用能力两种考查方法，如对于反致



的概念和类型的考查。解答本部分试题要求考生准确掌握国

际私法的各种理论，并能熟练运用法条解决我国的涉外法律

关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２． 司法考试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

点： （１）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私法的规范；国际私

法的国内法渊源和国际法渊源。 （２）自然人国籍和住所冲

突的解决、法人国籍的确定和中国在实践中确定法人国籍的

做法、外国法人在中国的认可；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内容；

关于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的制度、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

事法律地位。 （３）法律冲突的概念和类型；国际民商事法

律冲突的特点、解决方法；冲突规范的名称、定义、特性、

构成、连结点、系属公式、类型；准据法的概念、准据法的

确定。 （４）识别的概念、依据；反致的概念和类型，中国

关于反致问题的规定；外国法的查明方法、无法查明外国法

的解决办法、中国关于外国法的查明的规定；公共秩序保留

的概念、中国关于公共秩序制度的规定。 （５）法人权利能

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涵义、适用

范围、适用的例外；物权关系、票据关系、海事关系的法律

适用；合同的法律适用及合同准据法的确定方法；民用航空

关系的法律适用，尤其是我国民用航空法的有关规定、结婚

的法律适用及中国关于涉外结婚的规定、法定继承的法律适

用，尤其是中国关于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离婚的法律

适用及中国关于涉外离婚的规定的法律适用、收养的法律适

用及中国关于收养法律适用的规定；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

系的法律，适用监护、扶养、遗嘱的法律适用。 （６）国际

民商事争议的的特点、类型、解决方式；仲裁的特点和类型

、仲裁协议的类型、基本内容、法律效力、有效要件；仲裁



程序、中国关于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外国人的民事

诉讼地位；确定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原则、中国关于国际

民事诉讼管辖的规定；国际民事诉讼的期间、诉讼时效。 （

五）国际经济法部分 １．试卷（一）考查的知识点： 从试题

分析，指定用书的每章均有涉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及其相

关制度、平安险、《海牙规则》关于承运人适航义务的规定

和海运提单。世界贸易组织主要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争端解决机制、

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国际贸易支付中的拒付、我国法

律关于技术贸易的规定。司法考试国际经济法部分以记忆、

理解和简单应用能力为考查重点，试题形式大都直接考指定

用书的原文以及对原文的理解应用，题目难度不大，因此需

要考生记住和理解指定用书中的理论。 ２．司法考试需要重

点掌握的知识点： （１）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国际经济

法的主体、基本原则。 （２）国际商业惯例的特征；２００

０年通则的主要内容包括Ｅ组、Ｆ组、Ｃ组、Ｄ组几种主要

贸易术语如ＦＣＡ、ＦＯＢ、ＣＩＦ、ＣＦＲ、ＣＰＴ、Ｃ

ＩＰ；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格式合同的作用、性质、当事人

、主要条款、成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双方的义务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与卖方违约的关系、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买方

违反合同时适用于卖方的补救办法。 （３）国际海上货物运

输中班轮运输的概念、当事人；提单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种类、内容、在跟单信用证机制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租

船合同；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订立、保险合同的条款、

变更、终止。 （４）国际贸易支付工具的种类；票据的概念



及法律特性；国际贸易的支付方式包括汇付、托收、信用证

。 （５）我国《对外贸易法》的主要规定；世界贸易组织的

产生与成立、职能和机构、法律地位及成员资格、基本原则

、主要协定的内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和政策评审机制

。 （６）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国际投

资争议的解决；国际借贷协议的概念、种类、主要内容及其

中的法律问题；国家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及其解决、

国际逃税与避税及其防止。 （六）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 

１．试卷（一）考查的知识点： 法官违反职业道德承担道义

责任的基本方式、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律师执业纪律规范、

法律职业责任懂得范围、法官职业道德适用的对象、检察官

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律师职

业道德等。 ２．司法考试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 （１）法

律职业道德的特征、基本原则、加强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必

要性和作用；法律职业责任概念、范围以及与法律职业责任

的关系。 （２）法官职业道德的特征、作用、影响因素、主

要内容。 （３）检察官职业道德的概念、特征；检察官违反

职业道德规范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处罚。 （４）律师职业道德

的内涵、适用对象、特点和作用，律师职业责任的内涵、特

点、适用的对象和范围；律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律师执

业纪律规范、律师职业责任。 （七）其他 就劳动法、税法、

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行法

、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招标投标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拍卖法这些法典而言，内容并不复杂，比较简单，条文容易

记忆，需要考生有意识地记忆法条，然后做一些有针对性的

练习就可以了。 《法律服务时报》2002年12月20日 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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