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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雨十年，原本以试题起家的万国今天终于可以推出自己的各科练习题集。
多年的培训生涯使我们深知平时试题训练、熟悉做题方式、培养“做题感觉”是通过司考所绕不过的
基本功。
古人云“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参加司法考试短短的两天背后，竟是漫长、孤苦的复习之旅，
这种痛苦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做题而导致的。
既然做题绕不过，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它“拿”下。
可是做题为了什么？
面对题海，如何下手？
资料堆积如山，哪个才能帮我们克服困难？
这是我们需要先了解清楚的。
一、为何做题？
就应付一场考试而言，做题的价值似乎不言而喻。
考试本身就是做题，事先怎么能不做一点题呢？
然而还是有个别人从不做题而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这说明做题对于通过司法考试并不是必须的。
而且，我们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有人完全通过做题、不看教材和法条就顺利通过了司考的。
如此看来，做题既不是通过司考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那么，做题何为？
关于做题的价值，不同人自然有不同的答案。
在我们看来，做题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了解自己、发现不足。
习武之人要印证自己的功夫，就得跟人比试。
应考之人要了解自己的水平，当然就得做题。
只有通过做题，考生才能知道自己掌握了什么，还欠缺什么，由此确定自己未来努力的方向，避免盲
目耕耘，辛苦却没有收获。
第二、提升自己、锻炼思维。
心里明白的未必说的明白，看书看懂了也未必能做对题。
许多考生经常向我们倾诉：明明知道相关的知识，就是做不对题，真是痛苦遗憾。
其中关键在于缺乏锻炼，没有把别人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知识，不能把掌握的知识用来分析解决问题
。
而试题往往就是对情形的假定，对案例的模拟，考生通过做题就可以尝试着分析解决问题，既可以检
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更可以变知识能力为得分能力，避免因为思维的误区而痛失得分。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考试就是考试，不同于理论研究，也不同于司法实务，必须把自己的思维调整
到司法考试的轨道上来。
第三、强化记忆、加深印象。
司法考试的难度主要不在于它考得多么深，而是它的考查范围太广了，有太多的知识需要考生准确记
忆。
这对很多考生而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了好多遍都记不住。
其实，做题也是记忆的好方法，印象更深刻。
第四、保持状态、增强信心。
如果一个足球运动员半年不踢球，肯定没有勇气上场。
考生经常做题，不知不觉就能生出一股自信，一种豪气来，所谓孰能生巧、百炼成钢说的就是这种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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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试题的特色：    万国学校司法考试研究辅导团队在研究历年真题知识点比例分配的基础上，以教
材所涉知识点为顺序，精心编制了本套试题，涵盖所有的考点。
　　紧扣大纲考点，精选习题，精准解析　　以选“精题”为根本，以“仿真”练习为手段，以解析
“难点”为特色，以直击“考点”为目的。
　　系统学习、全面把握    答案标出难度系数，以详尽的解析为面，以简练的考点概括为点。
学习的最大忌讳莫过于掌握的知识不系统，不能做到以点带面，融会贯通。
本书通过标出难度系数，和以简练的语言概括的考点，使考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目了然，明确考查的范
围，了解考查要点。
做到胸有成竹，有的放矢。
　　与时俱进，把握考点    紧跟新法，将每年新增法律可能成为当年考查重点的知识点囊入本书中，
精心设计了相对应的题目，以供考友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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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解释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是：（）A.善意解释原则B.整体全面解释原则C如果按上述办法所作的结论
意义不同，可使用解释的补充材料D.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写成的条约除规定遇有解释分歧时应以某
种文字为准外，每种文字同一作准2.条约是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法律手段。
在国际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下列有关条约特征的说法中正确的是：（）A.条约的主要形式是书面形
式B.条约应以国际法为准C.条约在国际法主体之间缔结D.条约肯定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3.一古塔位于甲
、乙两国未划界的山区，该两国成立划界委员会进行实地勘测并向两国政府提交了报告。
后甲、乙两国据此缔结了边界条约，后又绘制了地图作为条约的附件。
条约规定以山脉的分水岭为界。
按此规定该古塔应位于甲国境内。
但因绘制地图工作人员的失误，未将该山脉的分水岭设为两国的分界线，造成古塔在地图上位于乙国
境内。
但甲、乙两国均未发现这一错误，两国均表示地图作为条约的附件和条约具有相同的效力。
按照地图确定了各自的领土界线。
甲国随后出版的地图也将古塔标于乙国境内。
四十年后，这一错误被甲国偶然发现要求乙国应按条约将分水岭作为边界，并主张对该古塔的主权权
利。
乙国未予同意，两国因此产生争端，以下表述正确的是：（）A.现甲国可以存在错误为由否认该边界
条约的效力B.联合国秘书长可为解决该争端在甲、乙两国间进行斡旋C.甲、乙两国也可以缔结协议请
求联合国国际法院就该条约的效力问题发表咨询意见D.联合国安理会可就该争端发表建议，该建议对
两国不具有法律拘束力4.甲乙丙丁四国均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缔约国，四国签订了一项《货物
进出口互免关税国际公约》，甲国对机械产品免纳关税条款进行了保留，其他三国未提出任何保留，
下列各项正确的有：（）A.如果公约仅允许对农产品免纳关税条款进行保留，甲国的该保留是无效
的B.如果乙国对甲国的该保留表示了反对但不反对条约在两国之间生效，那么在甲乙两国之间不适用
保留所涉及的规定C.丙国对甲国的保留表示了接受，在甲国和丙国之间适用保留的规定D.在乙国、丙
国与丁国之间仍然适用公约的规定，无论各国是否接受甲国提出的保留5.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
约程序法》的规定：（）A.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同外国缔结条约的批准和废除B.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协定C.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D.国务
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6.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下列与条约有关的表
述正确的是：（）A.任何条约一经签署都立即发生法律效力B.甲国的地方政府与乙国的地方政府之间
签署的法律文件可以构成有效的条约C.甲乙两国之间订立的一项条约，一旦生效，则一般地应适用于
甲乙两国的全部领土D.甲乙两国之间订立的一项条约，如果有涉及到丙国的规定，除非经丙国明示同
意，其对丙国没有拘束力三、不定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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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考试单元强化自测及详解(2010年版)(套装全5册)》：北京万国学校、中国法制出版社指定2010
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万国十年智慧沉淀，全心铸就金牌品质北京万国学校全新打造，中国法制出
版社荣誉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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