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评述：今年司考物权法没成考查重点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6/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8_AF_84_E8_c36_266714.htm 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

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报考人数为29.4万余人，与

去年相比，增幅为5.7%。今年考生中92%拥有本科学历，尽

管司考通过率从最初的8%上升到15%，但它仍然是中国最难

通过的考试之一。据分析，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报名人员在

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方面的构成比例变化不大，这表

明国家司法考试经过五年多的发展，报名人员的构成已趋于

稳定。在年龄方面，报名人员最小17岁，平均年龄为28岁，

其中25岁以下的占报名总人数的41.68%，26岁-35岁之间的

占47.42%。 9月15日、16日，京城两万余人共赴第六次国家司

法考试考场。专家第一时间对试卷进行了点评，称物权法没

有成为本次考试考查的重点。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

北斗星学校司法考试名师郑其斌博士在考后第一时间对2007

年国家司法考试进行了点评，他说，2007年司法考试命题仍

然秉承司法考试命题的惯常作风，分值、题型、考查角度保

持基本稳定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首先，从分值上来看，各

个学科基本与往年保持一致，如民法、刑法仍然像往年一样

占据霸主地位，分别为90分、80分，两大诉讼法仍然紧随其

后。其次，在题型上，传统题型依然存在，但是出现了法理

学的简答题、可选择的论述题。尤其是前者，这是司法考试

与法学教育进一步结合的重要信号。在考查角度上，大多数

学科仍然考查传统的司考考点，对于热点问题也有所涉及，

但司法考试对于热点向来的态度是“不刻意”既不刻意追求



，也不刻意回避。如《企业破产法》虽然是新增法律，但是

考点并不多，仍然和往年一样波澜不惊。 物权法在本次考试

中只考了善意取得、地役权、物权法定、抵押权等几个知识

点，分值约为15分。这与《合同法》、《公司法》颁布当年

成为律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重点的惯常做法大相径庭。物

权法显然没有成为今年民法的重点，其分值与《合同法》无

法同日而语，也远远少于《民法总则》。对于那些对物权法

寄予厚望并投入了大量精力的考生来说，有点吃亏。 郑其斌

称，顺利通过今年司法考试的考生，要将这次考试作为一个

起点。对于准备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来说，建议抓住考试规

律，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始终要牢记：“司法考试仅仅是

一个考试”，它与司法实践、法学研究有着较大的不同，希

望大家在理解考试规律的基础上，快乐、简单、高效地迎接

司法考试。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建议考生不要对司法考试期

望过高，从目前情况看，通过司法考试能短时间内改变职业

发展的毕竟是少数。虽然中国持有司法考试职业资格证书的

人算得上稀缺资源，但公检法系统每年的新增岗位更稀缺，

要想争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任大企业法律顾问、做律师也

需要其他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并不是一纸法律资格证就能解

决的。 四类考生参加司考 从记者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看，参加

司法考试大致有以下四类情况： 第一类是法律专业毕业或在

读，想从事法律相关职业，司法考试是必经之路。例如毕业

两年的郝斌先生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司法考试了，今年他还考

上了研究生，学的依然是法律相关专业，郝先生说，“对于

学法律的人，司考就是一个心结，没有人不想考过，而且现

实的政策和就业情况也让我们必须考过它”； 第二类是非法



律专业人士，想通过司考进入公检法系统或法律相关行业工

作； 第三类是参加司考不是为了改变职业发展，只是想多学

些法律知识，以备在工作中用到。外科大夫王先生说现在的

工作很不错，没有考虑改行，只想通过考试多掌握些法律知

识，在工作中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第四类是参加考试几乎

没有任何明确目标，只是为了完善自己，挑战高难度考试，

同时了解一些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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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