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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法理学、法制史、司法制度、宪法、国际公法、国际

经济法还有经济法这么多科目，本来内容就比较零碎，而且

就每个科目内部而言，每个科目的分值都不是很多，宪法学

一般就是22分，法理学23分左右，司法制度和法制史一般都

是10分左右，经济法算比较多有40分，三国法的分值今年又

是降到了历史最低，只有42分，就整个卷一来说，比较大的

学科有理论法学，三国法和经济法，这三大块整体分值大概

保持稳定。就今年的情况来看，尽管它的内容比较散，但是

就每个章节，比如经济学是一个小法而言，重点比较突出，

都属于常规考点，但是会觉得卷一并不是很难，很多人考完

卷一之后，都信心百倍，这也是今年司法考试安排比较好的

地方，没有用卷一打击大家。卷一主要靠背，今年重点比较

突出，大家背诵的压力比较小一点，显然更加符合司法考试

的要求，可以说今年卷一的命题是比较成功的。 具体说法理

学部分，法理学部分以往理论性都非常强，很多内容在教学

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大家答起来可能心里没有底，今年相

对而言法理学的难度降低，平常强调的考点，涉及到法律原

则和法律规则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律理念，法律道德，法律

推理，法律解释在卷一中如实反映出来。平时跟大家强调的

，在今年年初春天的时候同样在搜狐做访谈，跟大家说

的2007年新增内容，分析大纲的时候，给大家指出来就是法

的可塑性，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等等这些内容在真题体现非常



明显。重视新增考点的人肯定比较容易得到这个分数。有些

法理学试题看上去比较有难度，但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大

家可能想到法理学第六题，这个题是综合考察法的语言，法

律推理，法律应用，但是选项涉及的跨度比较广，综合性比

较强，但是内容上比较简单，因为法律语言具有模糊性，这

种说法明确错误，这个题看上去很难，实际上非常简单的，

直接选A就没有问题的。法理学部分给大家开了一个好头。 

法制史部分重点也是很突出的，传统重点像五刑十个，英国

的陪审制度，中国的商鞅变法等等这些内容，重点性比较突

出，难度并不是很大。其中有一些变化之处，值得称道的地

方就是在法制史第12题里，把古罗马的法律制度和欧洲近代

的法律制度结合起来，就是民法学经常提到的罗马法和现代

法的关系，这个题出题的角度比较好，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

觉，但是难度也是不大。在多项选择题第58题，大家会看到

，在这个题里真正是综合了古今中外的考点，既涉及到在中

国古代的律学家解释法律的传统，在晋代有张杜律，唐代《

唐律疏义》，把中国古代著名的律学家解释法律的传统给揭

示出来，有些律学家他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教材里明确提到

，比如张杜律、《唐律疏义》，经过皇帝认可，具有法律效

应。在古罗马，这是西方了，必选项里，经过古罗马皇帝认

可，五大法学家他们的解释同样具有法律的效应。在今天法

学家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比如说在美国，往往是法官比法

学家的风头更盛，有著名的法学家也是法官比如波斯纳，

在C选项里紧接着出题人写道他们的著作具有立法的意义，

显然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表述。尽管他们的著作很重要，对立

法有参考价值，但是他们的著作本身并不是立法，不能视为



法的原文。在D选项里，就把目光从美国转移到了现代的德

国，在德国，法学家的著作，对于法律的适用具有很大的参

考价值，这句话显然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看到像这么一道题

，尽管横跨古今中外，但是难度并不是很大，逐项进行分析

，自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法制史这部分，整体而言是

比较简单的，以往有些考生总是认为记起来比较难，其实法

制史因为重点比较突出，也不难，真题也验证了这点。 宪法

学部分，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今年的试题出得不是很偏，

去年某些考点出得太偏了，以至于很多考生感觉非常难受，

今年出题人给大家非常友好，有些考点原先在教材里，在政

法英杰课堂上，老师一再强调的，真题都是出得比较客观，

比较适当。比如说其中考到我们国家赔偿的规则原则，这是

常识性的问题。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

是在去年的试题，比较倾向于考察司法制度，而今年试题把

更多的题目放在了法律职业道德上面，尤其是律师的职业道

德，用三道题进行考察，在这点上是非常突出的。这样的话

把重点放在了比较有限的法条上，同样也是把难度降低了。

可以说在整个理论法学所包含的四个小科目里，法理学、法

制史，宪法学，难度比去年都是有所降低的。 至于三国法同

样也是如此，三国法在国际公法部分，历来考点比较分散，

没有人包括老师和考生对国际公法的重点抱着太多的期望，

真题也是延续了以往考察分散的特点，尽管分散，但是如同

以前所强调的，国际公法的七章究竟在哪一章出题，这是不

确定的，但是每一章的重点是比较突出的。真题也是对这个

规律的反映。国际私法部分，我们一直在强调，它的传统重

点，比如说国际私法的总论性的核心理论，关系到识别，关



系到冲突规范的类型，与分论的具体规范适用在 02、03、04

年多年考察，以至于这些重点都考乱，丧失了考察的信度，

如果继续考察这个试题，无论复习好的考生还是复习不好的

考生，都能做对，考题把命题重点放到程序部分，比如涉及

到涉外司法协助和区际之间的司法协助，原来所强调的07年

新增重点，比如说最高法院关于涉外送达规定的内容，还有

大陆和内地与澳门之间的司法协助的规定，在真题里有非常

具体的反映。 国际经济法今年出的比较客观，去年某些点比

较偏，今年出的题比较适当的，可以说非常中庸，这种中庸

不是贬义词，就是重点比较突出的，有利于考察考生对这门

学科的实际水平，这个题出得事务性比较强，抽象理论考察

比较少，往往和时间问题和重要法条结合起来，这些点老师

在授课当中有很好的强调。考生如何复习到位，掌握国际法

的分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国际法还有一个特点，虽然远离

大家的日常生活，所以很多人觉得比较难，但是国际法尽管

学起来比较难，但是考试比较简单。我们一直在强调，大家

一定不能放弃国际法，一定要重点学习国际法，最终国际法

给大家很好的回报，虽然42分的分值不算特别多，但是考得

比较简单，这个分数还是很容易能够拿到的。 经济法部分非

常令人非常欣慰，今年不再像去年那样给大家推到令人发疯

的境地，今年的经济法出得比较好的，很多重要的法条都得

到了考察，比如说反面竞争法，连着两道题，一道题出政府

机构不正当竞争行为，还有混淆行为，这些法条都是大家在

考前看了几十遍，老师讲了几十遍的法条，掌握这样的问题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经济法所涉及的法规众多，在今年

同样存在着有些法条比较偏的情况，比如说最后一个不定项



选择题，连续四道题97、98、99、100，这道题延续去年的出

题方式，用不定项选择题考察一个小法条内容，去年考察拍

卖法，考察8分，这个非常不适当的，今年出题人改变这一点

，把这8分用来考察劳动法，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对劳动

法的考察又过于信，考察经济财源的各种规定，在这点是比

较偏离重点，可以说有点偏，有点细，这点可能很多考生答

的不会很好。 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环境保护法，同样也

涉及到比较偏的考点。最让人吃惊的是在经济法部分竟然出

现了纯粹的理论性试题，涉及到关于证券的说法，直接考察

教材上的理论考点，这点可能事先考生的复习没有注意到这

点，这是今年以经济法部分比较让人意外的地方，除此之外

，整体而言，经济法的考点比较常规的，整个卷一，无论是

理论法学还是三国法还是经济法，它的考察比较适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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