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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A5_E4_BA_BA_E8_c67_285610.htm 大家都知道，司考

号称“天下第一考”，权威极高、难度极大，对法律人有着

巨大的诱惑力和挑战性。本人也早心向往之。在考试之前，

我预先做了一个试验，试着做了一下历年司考真题。结果不

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笑）50%的题目都做不对！这就

更使我心向往之。经过一番准备，我于05年勇敢地第一次参

加了司考。结果，出乎意料之外考得还不错，有点不当得利

的味道，总成绩是398。卷一为99，卷二为101，卷三为94，卷

四为104。其中卷四最难，却考得最好，全国卷四考100分以

上的都不多。考过后，我感到司考的确比较难，不愧“天下

第一考”，不下苦功夫不行，不讲方法就更不行。 考后，我

思考了一下，我所谓的成功经验在哪？总结之后，我认为自

己考过的经验有两条。第一条，就是碰上一个好伙伴 屠强高

手，我与他是在一个办公室，平时从他那得到不少启示。这

次他考了高分，我也沾了光（笑）。大家不信，可以坐在一

起试一试。不过靓女最好不要试（笑），那样定能焕发青春

，却可能影响司考。第二条就是归功于自己平时相对扎实的

法学功底！ 大家通过研究司考题目就会发现，现在的司考越

考越难，把我们考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着急，年青人等不

急啊！司考的难度重要体现在不断加大对理论的考察力度和

深度。经统计，前三卷考理论的，由原来的10%扩大到15%，

卷四更为突出，占50%，总分达150分之巨。而理论在复习中

却是一个难点，但却是重点，更是考点。司考实践也证明，



考高分的往往是基础扎实、理论功底好的人。而在分数线以

下徘徊的人，一般都是法学功底不够扎实，很多东西未弄懂

、弄透，迷迷糊糊。这样就使法学理论即法理在司考中占有

极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司考成也法理，败也法理。司考

，法理是关键。法理，是司考中的“三个代表”。这里的法

理，是广义的，包括部门学科上的法理学、各部门法中的法

理，还包括法律思维。 法理在司考中极其重要，但问题是如

何去复习和掌握？下面我结合自己的作法，从学习方法、主

要针对卷四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四多多读、多听

、多做、多思 （一）多读，主要是反复阅读司考教材，对卷

一的教材更是如此，至少要读10遍。除此之外，还要有意识

地阅读一些案例分析和理论书籍，比如《人民法院报》、《

人民司法》、《审判参考》、《判解研究》，以开拓视野、

增加感性认识和初步培养理论素养。多读是整个复习的初步

阶段，目的是为整个司考复习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多听，就是反复听司考培训的光碟。我没有时间参加司考

培训班，就先后买了5套司考光碟，反复听，感觉很有收获，

很多东西经名师指点，就豁然开朗。司考培训班，刚才陈科

说得对，最好能参加。建议政工科和院里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鉴于买司考光碟要花不少钱（本人仅买光碟一项就花了

近2000元），我已将其中的两套（其他光碟早已被人借走）

上网了，放在“资源共享”里，我院人人都可以无偿使用。

听光碟，主要是听老师讲的理论体系和法理剖析，这有利于

整个复习的提升，且这是自己闭门复习中难以掌握的。通过

多听，在多读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至于具体如何使用光碟，

我是买了一个MP3，容量是每次可放四个光碟，上、下班或



节假日听。平时上、下班别人看到我戴耳机以为是听音乐，

其实我是听司考光碟（笑）！MP3可慢可快，灵活多样，比

较适合我们上班的人用。 （三）多做，就是多做练习题和司

考历年真题。做练习题，目的是检验复习效果、巩固学习成

果。发现问题，要及时总结经验、吸收教训，做到查漏补缺

。做历年真题，目的是发现出题特点、熟悉出题套路。其实

，历年的司考，许多知识总是重合的，不少题目是重复的。

做题事后有惊喜。千万别忽视做真题。 （四）多思，就是多

思考，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具体包括总结、质疑和

创新三个层次。 1、总结，分为对司考和法律的总结两大类

。 我们参加司法考试，首先要对司考要进行研究，总结出司

考的规律，然后对症下药，破解密码。我们做过司考真题或

曾参加司考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做题时，其知识点

好像都见过，可答案似乎书上又没有，犹豫不决，迷迷糊糊

，不好下手。结果在犹豫中时间已过，答题又错。这说明什

么呢？这说明司考题目与教材、法条有联系，但又有区别。

但联系和区别又是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那就是司考来源

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来源于知识，又高于知识；来源于法

条，又高于法条。就象小说一样，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

生活。司考与小说一样，都是艺术，参加司考的人也是做艺

术家，不可等闲视之。司考的艺术，关键在“高于⋯⋯”，

就是贵在提高。经过统计，司考直接考教材、考知识、考法

条的只占30%，70%都是考提升、考法理、考能力。如果不注

意提升，对教材即使看一万遍、对法条倒背如流，10年也过

不了司考。这也是我们司考时许多题目不能在教材上或法条

中直接找到答案的原因。为此,我们必须走出三大误区：（1



）重记忆轻理解。（2）重知识轻能力。（3）重法条轻法理

。 注意，司考重在提高，重在能力，其突破点就是掌握法理

。例如，05年司考卷四第四题有1小题问，在一国有企业改制

成有限责任公司中，其中几个大股东（自然人）的出资是挪

用公款的，问出资是否有效？此题95%的人都做错了。该题

表面上考股东出资，实际上考动产所有权理论。考得很深，

复习时不注意总结提高，根本做不对。我们平时复习时，教

材有讲到所有权转移理论，此对风险转移的判断有重大意义

。但教材并未直接讲对动产平时所有的判断标准问题。这在

复习所有权转移理论时就要进一步提高，平时对所有权的判

断标准是什么？明白了，就提升了。实际上动产所有权的判

断理论就是占有，谁占有，动产属谁所有，占有即所有。占

有也是一种公示方式。货币作为一种流动性极强的动产种类

物，更遵守占有即所有的法理，且原则上不允许反证。有了

这种提高，上面的题目就好做了，货币谁占有谁所有，几个

大股东一旦挪用后即占有，从而所有。因此，前面的股东出

资当然有效。 对法律的总结，又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 宏观

的总结，就是从宏观上思考每一部门法是解决什么问题？解

决的方法或基本精神是什么？例如，（1）宪法，是解决国家

和公民间的关系问题，解决的方法或基本精神就是“限制公

权、保障人权”。（2）民法，是解决由宪法中公民演化而来

的平等主体间的关系问题，其基本精神就是“意思自治”。

（3）行政法，是解决行政权的运行问题，其基本精神就是控

制行政权，故称“控权法”。（4）刑法，是解决定罪量刑问

题，其基本精神是“打击犯罪、保障人权”。（5）民诉法，

是解决民事纠纷问题，其方法就是诉权和审判权结合，诉权



制约审判权，审判权服务于诉权。通过以上归纳，我们就会

发现，所有的法律都与公权和人权相关，做相关的分析、论

述题时就有理论基石,更不会无话可说。 微观总结，就是对具

体制度规定或具体问题的归纳、整理，得出其中的规律。例

（1），我在复习民诉法时，其中碰到最为重要的也最为复杂

的问题之一就是管辖。但经过比较发现，管辖也是有规律可

寻，管辖总是与案件某个因素有密切联系，我就将之归纳为

“最密切联系原则”。也是受国际私法中对寻找准据法的“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启发。例（2），人身权、财产权的重要

性。我们复习民法时，发现其最重要的两种权利就是人身权

和财产权，知识产权是两种权的混合体。行政法重点讲对人

身权和财产权的救济。刑法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定罪量

刑是重点。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讲的也是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定罪量刑。可见，人身权

和财产权是我们复习的重点。例（3），可以上诉的裁定。民

诉中程序上使用的裁定的特别多，那么如何掌握呢？通过归

纳，发现也是有规律可寻的。民诉中的裁定，法律明文规定

可以上诉的仅四种（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驳

回破产申请），其他的裁定没有规定可以上诉，就不能上诉

。即上诉的少，不能上诉的多，概括抽象一下，就是：民诉

中的裁定，原则上不能上诉，例外的可以上诉（运用原则 例

外的法律思维）。只掌握例外就行，学习起来也轻松，效率

亦高，考试还不会出错。大家都知道，司考号称“天下第一

考”，权威极高、难度极大，对法律人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和

挑战性。本人也早心向往之。在考试之前，我预先做了一个

试验，试着做了一下历年司考真题。结果不做不知道，一做



吓一跳！（笑）50%的题目都做不对！这就更使我心向往之

。经过一番准备，我于05年勇敢地第一次参加了司考。结果

，出乎意料之外考得还不错，有点不当得利的味道，总成绩

是398。卷一为99，卷二为101，卷三为94，卷四为104。其中

卷四最难，却考得最好，全国卷四考100分以上的都不多。考

过后，我感到司考的确比较难，不愧“天下第一考”，不下

苦功夫不行，不讲方法就更不行。 考后，我思考了一下，我

所谓的成功经验在哪？总结之后，我认为自己考过的经验有

两条。第一条，就是碰上一个好伙伴 屠强高手，我与他是在

一个办公室，平时从他那得到不少启示。这次他考了高分，

我也沾了光（笑）。大家不信，可以坐在一起试一试。不过

靓女最好不要试（笑），那样定能焕发青春，却可能影响司

考。第二条就是归功于自己平时相对扎实的法学功底！ 大家

通过研究司考题目就会发现，现在的司考越考越难，把我们

考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着急，年青人等不急啊！司考的难

度重要体现在不断加大对理论的考察力度和深度。经统计，

前三卷考理论的，由原来的10%扩大到15%，卷四更为突出，

占50%，总分达150分之巨。而理论在复习中却是一个难点，

但却是重点，更是考点。司考实践也证明，考高分的往往是

基础扎实、理论功底好的人。而在分数线以下徘徊的人，一

般都是法学功底不够扎实，很多东西未弄懂、弄透，迷迷糊

糊。这样就使法学理论即法理在司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可以说，司考成也法理，败也法理。司考，法理是关键。

法理，是司考中的“三个代表”。这里的法理，是广义的，

包括部门学科上的法理学、各部门法中的法理，还包括法律

思维。 法理在司考中极其重要，但问题是如何去复习和掌握



？下面我结合自己的作法，从学习方法、主要针对卷四的角

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四多多读、多听、多做、多思 （

一）多读，主要是反复阅读司考教材，对卷一的教材更是如

此，至少要读10遍。除此之外，还要有意识地阅读一些案例

分析和理论书籍，比如《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

审判参考》、《判解研究》，以开拓视野、增加感性认识和

初步培养理论素养。多读是整个复习的初步阶段，目的是为

整个司考复习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多听，就是反

复听司考培训的光碟。我没有时间参加司考培训班，就先后

买了5套司考光碟，反复听，感觉很有收获，很多东西经名师

指点，就豁然开朗。司考培训班，刚才陈科说得对，最好能

参加。建议政工科和院里在这方面给予支持。鉴于买司考光

碟要花不少钱（本人仅买光碟一项就花了近2000元），我已

将其中的两套（其他光碟早已被人借走）上网了，放在“资

源共享”里，我院人人都可以无偿使用。听光碟，主要是听

老师讲的理论体系和法理剖析，这有利于整个复习的提升，

且这是自己闭门复习中难以掌握的。通过多听，在多读的基

础上加以提高。至于具体如何使用光碟，我是买了一个MP3

，容量是每次可放四个光碟，上、下班或节假日听。平时上

、下班别人看到我戴耳机以为是听音乐，其实我是听司考光

碟（笑）！MP3可慢可快，灵活多样，比较适合我们上班的

人用。 （三）多做，就是多做练习题和司考历年真题。做练

习题，目的是检验复习效果、巩固学习成果。发现问题，要

及时总结经验、吸收教训，做到查漏补缺。做历年真题，目

的是发现出题特点、熟悉出题套路。其实，历年的司考，许

多知识总是重合的，不少题目是重复的。做题事后有惊喜。



千万别忽视做真题。 （四）多思，就是多思考，这也是人与

动物的根本区别。具体包括总结、质疑和创新三个层次。 1

、总结，分为对司考和法律的总结两大类。 我们参加司法考

试，首先要对司考要进行研究，总结出司考的规律，然后对

症下药，破解密码。我们做过司考真题或曾参加司考的人都

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做题时，其知识点好像都见过，可答

案似乎书上又没有，犹豫不决，迷迷糊糊，不好下手。结果

在犹豫中时间已过，答题又错。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司考

题目与教材、法条有联系，但又有区别。但联系和区别又是

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那就是司考来源于教材，又高于教

材；来源于知识，又高于知识；来源于法条，又高于法条。

就象小说一样，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司考与小说

一样，都是艺术，参加司考的人也是做艺术家，不可等闲视

之。司考的艺术，关键在“高于⋯⋯”，就是贵在提高。经

过统计，司考直接考教材、考知识、考法条的只占30%，70%

都是考提升、考法理、考能力。如果不注意提升，对教材即

使看一万遍、对法条倒背如流，10年也过不了司考。这也是

我们司考时许多题目不能在教材上或法条中直接找到答案的

原因。为此,我们必须走出三大误区：（1）重记忆轻理解。

（2）重知识轻能力。（3）重法条轻法理。 注意，司考重在

提高，重在能力，其突破点就是掌握法理。例如，05年司考

卷四第四题有1小题问，在一国有企业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中

，其中几个大股东（自然人）的出资是挪用公款的，问出资

是否有效？此题95%的人都做错了。该题表面上考股东出资

，实际上考动产所有权理论。考得很深，复习时不注意总结

提高，根本做不对。我们平时复习时，教材有讲到所有权转



移理论，此对风险转移的判断有重大意义。但教材并未直接

讲对动产平时所有的判断标准问题。这在复习所有权转移理

论时就要进一步提高，平时对所有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明

白了，就提升了。实际上动产所有权的判断理论就是占有，

谁占有，动产属谁所有，占有即所有。占有也是一种公示方

式。货币作为一种流动性极强的动产种类物，更遵守占有即

所有的法理，且原则上不允许反证。有了这种提高，上面的

题目就好做了，货币谁占有谁所有，几个大股东一旦挪用后

即占有，从而所有。因此，前面的股东出资当然有效。 对法

律的总结，又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 宏观的总结，就是从宏

观上思考每一部门法是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的方法或基本精

神是什么？例如，（1）宪法，是解决国家和公民间的关系问

题，解决的方法或基本精神就是“限制公权、保障人权”。

（2）民法，是解决由宪法中公民演化而来的平等主体间的关

系问题，其基本精神就是“意思自治”。（3）行政法，是解

决行政权的运行问题，其基本精神就是控制行政权，故称“

控权法”。（4）刑法，是解决定罪量刑问题，其基本精神是

“打击犯罪、保障人权”。（5）民诉法，是解决民事纠纷问

题，其方法就是诉权和审判权结合，诉权制约审判权，审判

权服务于诉权。通过以上归纳，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法律

都与公权和人权相关，做相关的分析、论述题时就有理论基

石,更不会无话可说。 微观总结，就是对具体制度规定或具体

问题的归纳、整理，得出其中的规律。例（1），我在复习民

诉法时，其中碰到最为重要的也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管

辖。但经过比较发现，管辖也是有规律可寻，管辖总是与案

件某个因素有密切联系，我就将之归纳为“最密切联系原则



”。也是受国际私法中对寻找准据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的启发。例（2），人身权、财产权的重要性。我们复习民法

时，发现其最重要的两种权利就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知识产

权是两种权的混合体。行政法重点讲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救

济。刑法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定罪量刑是重点。刘邦入

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讲的也是侵犯人

身权和财产权的定罪量刑。可见，人身权和财产权是我们复

习的重点。例（3），可以上诉的裁定。民诉中程序上使用的

裁定的特别多，那么如何掌握呢？通过归纳，发现也是有规

律可寻的。民诉中的裁定，法律明文规定可以上诉的仅四种

（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驳回破产申请），其

他的裁定没有规定可以上诉，就不能上诉。即上诉的少，不

能上诉的多，概括抽象一下，就是：民诉中的裁定，原则上

不能上诉，例外的可以上诉（运用原则 例外的法律思维）。

只掌握例外就行，学习起来也轻松，效率亦高，考试还不会

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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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