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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从最近几次考试刑法的年均分值来看，刑法的年均分值

在70分左右，单从分值分布来看，刑法仅次于合同法，在列

入司法考试范围的所有法律、法规之中位居第二，并且刑法

在考试中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从2002年到现在，刑法的题

目难度逐年增大，对理论知识的考查越来越广泛、深入。刑

事诉讼法也是司法考试的分值大户之一。2004年司法考试在

分值分配上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即将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

择题的分值从过去的每题1分调整为了每题2分，增加了考试

的难度，2004年刑事诉讼法的分值为62分，2005年分值已经高

达75分，预测以后所占分值不会低于60分。 刑法试题在命题

特点与规律方面，可以说，刑法总则部分的每个章节都是司

法考试的重点。与分则部分相比较，总则仅有101个条文(分

则有350个条文)，但却占去了刑法试题总分值的45%左右。如

果考虑到作答刑法分则部分的试题时一刻也离不开刑法总则

部分的规定这一事实，总则条文在刑法应试中的地位与作用

更高了。在司法考试命题规律上，还有二点需要特别提及：

一是刑法命题偏爱考查特例。例如14-16周岁少年的刑事责任

；另外考查疑难案件。例如某人欲强奸，强脱被害人衣服时

才发现对方是男的，（2005年试卷二第7题）等。前一种考查

对法条的记忆力。后者考查的是对刑法具体应用中的综合分



析能力。 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考查重点是如何操作，其绝

大多数试题为客观性试题，答题关键在于对刑事诉讼法律规

定和司法解释的记忆和理解。另外对新增法条的考查增强

。2005年司法考试中，有数道试题涉及新增法条，如试卷二

第70题考查的是2005年2月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73题考查的是2004

年8月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

审员制度的决定》，第74题考查的是2003年3月颁布的《关于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

》。 复习技巧 考生复习刑法前先对刑法的整体结构有一个清

晰的认识，能够把各个知识点归类，先在头脑里形成一个清

晰的结构图，在复习过程中，才不会感觉到杂乱无章。 考生

在复习中可区分重点和非重点。总则是刑法的基础理论，指

导着整个分则。对总则的条款的掌握必须达到融会贯通的程

度。在分则中，对于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要重点复习，

近四年真题中已重复考查，并且越来越深入细致，在这部分

内容要求考生不仅对每条内容全部掌握，同时对其相关司法

解释也要掌握。其余各章节应抓住罪名下最重要的特征复习

。另外对相关罪名归纳总结、找出区别点。才能在考试中迅

速得出正确答案。 由于近几年司法考试考查法条的重复性，

研习近四年真题并从中总结考点法条是很效的复习方式。在

此建议考生可参照“司考人”最新推出的《考点法条》。 考

生在复习《刑事诉讼法》时也应充分重视法条，在复习法条

时注意融会贯通，考生可以以《刑事诉讼法》为主线，同时

参考相关的司法解释结合记忆。同时对最近几年新增的法条

予以充分重视。另外，考生在复习中可以对有关相近规定予



以总结，并对三大诉讼法进行比较记忆，因为采用比较记忆

的方法，有利于考生在考场上迅速排除混淆，做出正确选择

。如果考生能够认真研读法条，在刑事诉讼部分获得较好成

绩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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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