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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程还是比较好复习的，记住一点就是凡是马克思的

学说出现在选项都是对的，考试中也比较容易出这些内容。

所以看书应该特别注意。法理学可以分有三个部分，法的演

变与发展，法的本体论，法与外界的关系。主要考法的本体

论，但是，04开始在第四卷也增加了法理学的内容，主要是

论述题，一般考察法与外界的联系。比如法治、法与社会等

等。04考了法与科技的关系。05年考察了司法解释和案例、

判例，这是一个很成功的题目。只是，由于时间上过于紧张

，所以这个题目初衷可能并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可以预

见06的试题肯定还户保持这么个趋势。 2、宪法学，宪法学本

身占的比分不大，但是比其他学科要容易拿分的多，所以要

尽量把这个学科的分数拿下来。何况，宪法学只出现在第一

卷。宪法学主要考察法条的知识多一些，因此要着重看一些

重点法条。这些法条不仅仅包括宪法条文而且包括宪法性法

律文件。比如选举法，立法法，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对于

一些宪法理论方面的，我认为不用多花时间，了解一下就可

以了。 3、法制史，这个学科知识比较麻烦，主要是内容多

，不仅包括中国法制史，而且包括外国法制史。考试又考的

很细，往往会花很多时间却只有一点收获。主要还是通读辅

导书，应该说这样是可以的，对于法制史的东西，有个印象

就可以了。去年的题目的答案有点问题，因为很多表述不是

那么准确。所以，也导致了很多考生的不满。估计今年的题



目应该会严禁一些。这样对于大家还是有好处的。如果说细

一点的话，就是注意一些重要的制度，如中国的结婚离婚制

度。一些重要的律文，比如唐律，宋刑统等等。 (06修改，跟

我去年说的一样，05的法制出题风格做了一些转变，更加灵

活，不直接出书上的，而是通过一定的事例来重现法制史知

识。当然试题也严禁了许多，没有争议题目。所以尽管是法

制史也应该避免死记硬背) 4、经济法，这个学科涉及的法律

很多，但是考试的内容又不多。每部法律也就一两分。就去

年的试题来说，几乎每部法律都考到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

定的，就是考的内容都是重要法条，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

考的这些知识往往是程序性的东西，而很少涉及到实体性的

知识。所以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应该紧扣重点法条就可以了。

另外要注意的是，今年新修改了证券法，今年肯定要考察。

尤其是变动的地方是必然要体现在当年的试题里面的。 5、

三国，三国一向被考生认为是司法考试中最难的。我想主要

的是因为里面涉及到的东西，我们平常用不上的缘故。去年

的三国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以往不太被认为是重点的

知识，去年却考到了。这再次提醒我们在复习的时候，一定

要做到全面和细致。我对这个学科没有很深的体会，总体感

觉就是应该认真看书，对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理解到位。比

如信用证、我国的贸易制度、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机制等等

。对于三门国字法来说，比较简单的应该是国际公法了。 6

、法律职业道德，这门课程我觉得是司法考试里面最好拿分

的了。涉及的法条不多，而且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有着很多相

似之处。只要记住一个就可以了。这两年的考试大都注重律

师与法官的关系问题。至于法条就是那些禁止性的条文比较



常考。 7、刑法，这可是司法考试的重头戏啊，占的分比很

大，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法律基础。复习刑法的时候，首先

要复习好前面的总论。这是学习好刑法的基础，更是学习后

面分论的基础。一些总论部分的重点知识，年年都要考到，

所以对于总论里面的考点，要充分注意历年的试题。对照里

面涉及到的知识，认真看书，要把一些问题理解透了。比如

犯罪的几种停止形态的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一些区分。这些

都是每年必考的内容。 分论部分，同样主要是考重点罪名，

比如杀人罪，贪污，盗窃，抢劫，诈骗，等等这些罪名也是

每年必考，在第二卷考，在第四卷同样会考到，只是考的方

式不同而已。去年的题目类型还是不错的，只是最后的答案

有着诸多的争议。另外一个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些司法解释。

(05年的题目有了一个大的变化，主要是出题的人变了，原来

都是张明楷，05年是陈兴良出题目。首先是正义性少了，而

且经济犯罪考得比较多。比以外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基本刑

法知识和刑法理念。) 8、刑事诉讼法，司法考试对于诉讼法

的考察基本都是以法条为主，很少涉及到理论性的东西。我

记得似乎只有个什么上诉不加刑还算那么点理论。其他的好

象都是《刑事诉讼法》或者相应的司法解释里面的内容。当

然要是纯粹这样死记硬背地记忆法条估计不太可能。我的学

习体会是，刑事诉讼法的所有制度设置都是有着内在逻辑。

我自己把它归纳成一条线索，就是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

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避免公民受到来自

国家公权力的侵害。不论是一些诉讼法原则，还是期间的规

定等等都体现着这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当然，我国的刑事诉

讼法并没有这么好。呵呵⋯⋯有个别要注意的是它一些制度



的设计有着细微的区别，这些往往是考试最常考的。因此要

注意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比较。比如说，对于一些不需追究

责任的案件，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它的处理是不同的。再比

如说，律师介入诉讼过程中的不同称谓以及权利，都是有着

区别的。要特别注意这些知识点。同时还要与民事诉讼法的

一些问题区分开来。不要在记忆过程中记混了 9、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内容很多，但是重点相对集中，重点复习这些

知识点就可以了。行政主体，行政复议，行政许可，行政诉

讼法是必考的。对这些要重点复习，其他的知识基本可以不

用看。其中比重最大的应该是行政诉讼法。要注意法条。从

去年的出题来看，有加大难度的趋向，要给予必要的重视。

10、民法，又是一个重重要的科目，也是另外一个看大家法

律基础的学科。如果这个学科都没有学好，我看也没有必要

考司法考试了。至于复习的方法，就是要能够形成完整的民

法体系。用一个大的框架把所有的知识点串起来，这样就可

以把民法看起来比较琐碎的知识整体复习了。以民事法律关

系为起点，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知识点都串起来。所以大家

最好把这一章弄懂。简单地说，民事法律关系有主体，主体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那么主体就要有资格，包

括权利能与行为能力，对于自然人来说，这种资格的认定就

包括年龄和智力的处理。那就会涉及到死亡与失踪。而法律

关系有着不同的类型，有债权关系，有人身关系，有物权关

系，有知识产权关系，有婚姻家庭关系，有继承关系。那么

象法律行为或者事件就是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因了。这样

是很容易把知识复习全面的。 11、商法，商法是民法的分支

或者说是延续，因此，如果民法复习得比较好，那么商法也



是比较容易的。当然，商法的重点比较突出，主要集中《公

司法》《合伙企业法》《保险法》；其他的都是分值不多的

，而且也相对好把握些。比如海商法，主要注意一个赔偿偿

还顺序、一个管辖问题。当然其中最为重要就是《公司法》

了；在复习商法的过程中，最好把一些规定做比较进行复习

。比如出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独资

企业、合伙企业、外资企业、公司法都是不同的。做一个比

较将有利于记忆。 12、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复习在

方法上差不多的，只是我个人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制度设计是

充分体现了私人自治。因此，很多诉讼程序包括法院的审理

行为都是由当事人来启动的，法院除非法有特别规定才去行

使职权。而且很多程序或者实体上的权利，当事人有着充分

的处分权利。 13、仲裁法，知识点比较集中，主要是仲裁机

构的设置，仲裁条款的认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以及仲裁

无效的相关情形。应该结合其民事诉讼法来一起复习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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