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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定考点的基础上，以特有的考查角度、命题技术、逻辑

规则和法律知识要求的综合，所以考查特点是分析司法考试

真题、掌握司考的复习方法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司考命题

者智慧和经验的积累，也是分析试题难度的重要参考指标。 

三国法的考查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常规知识的新考法

，常中出新，注重对二级重点的考查。这部分很多都是往年

真题和平时复习中所强调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都很常规

。从考查方式上却是熟题新出，仍需要认真思考、谨慎作答

，切不可因熟悉而疏忽。这部分集中的是中等难度试题，据

分析该类试题共18分，占40％。二是注重对大纲新增考点和

辅导用书上独特阐述的考查；这是三国法方面偏爱的考查特

点，原则“从新的从简”，即注重新增考点，而新增考点一

般考的简单，容易得分。07三国法新增的内容较多，在该趋

势的推动下，整体降低了三国法部分的难度。这部分集中的

是偏低难度试题，据分析该类试题共10分，占25％。三是考

查方式综合、细致、实务，技巧性强。基本考法是几个常规

知识点的综合，或者一个知识的几个综合的方面，所涉及的

内容非常细致，务实，少有纯理论性的知识，而是以某个实

务问题为切入点，迷惑选项设置巧妙，充分体现了命题人“

匠心独运”，娴熟驾驭命题技巧和该学科知识的功底。这部

分集中的是偏高难度试题，据分析该类试题共14分，占35％

。 以下将从今年的司法考试卷一真题中精选几道命题精巧、



考查全面、容易出错的几道试题进行分析，从此可窥见司考

命题技巧与考查特点的“一斑”，为日的复习工作提供指导

。 国际公法，2007卷一第34题：奥尔菲油田跨越甲乙两国边

界，分别位于甲乙两国的底土中。甲乙两国均为联合国成员

国，且它们之间没有相关的协议。根据有关的国际法规则和

国际实践，对油田归属与开发，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

．该油田属于甲乙两国的共有物，其中任何一国无权单独进

行勘探和开采 B．该油田位于甲乙两国各自底土中的部分分

属甲国、乙国各自所有 C．该油田的开发应在联合国托管理

事会监督下进行 D．无论哪一方对该油田进行开发，都必须

与另一方分享所获的油气收益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国家

领土要素之一底土中的资源石油。国家领土属于国家的要素

之一，它包括领陆、领水、领空和底土四个部分。底土是指

领陆和领水下面的部分，理论上一直延伸到地心。国家对底

土及其中的资源拥有完全主权，对于甲乙两国各自底土中的

石油资源，应当由甲国、乙国各自行使主权，故正确答案选B

项。 本试题的难度在于打了界河制度和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利

用制度的“擦边球”，事实上那个项都没有“擦”上，A选

项容易使得考生联想到界河、边界资源的利用相关制度，D

选项容易让考生联想到国际海底区域的平行开发制度。C选

项的联合国的托管理事会的“监督”，更促使考生陷于“平

行开发制度”的思维定势中难以跳出，事实上联合国托管理

事会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不再承担职能，这又是个混淆选

项，故C项错误，不选，。A项和D项都属于“自然思维”或

者想当然的判断，缺乏法律依据，选项设置利用了考生在不

知所选的情况下就“凭感觉”选一个的连蒙带猜的心理，容



易错选。 国际私法，2007卷一第39题：中国A公司与德国B公

司因双方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在我国涉诉。双方在合

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为位于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地为

斯德哥尔摩，但对该仲裁条款应适用的法律未作约定。依我

国现行司法解释，我国法院审查该仲裁条款效力时，应适用

下列哪国的法律？ A．瑞典的法律 B．法国的法律 C．中国的

法律 D．德国的法律 答案：A 解析：根据06年仲裁法司法解

释的规定，涉外仲裁协议的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没有约定所

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点的法律；没

有前述约定的，适用法院地的法律。本案例中应当适用仲裁

机构所在地的法律，即瑞典的法律，故A选项表述正确。这

是06仲裁法司法解释以及辅导用书上所进行详尽阐述的，印

证了仔细阅读辅导用书的重要性。 本题考查了涉外仲裁协议

的效力、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适用，对该问题考生容易

在合同的法律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国的法律、仲裁地点的法

律、审查仲裁协议效力的管辖法院的法律之间徘徊，这是第

一层的难度；第二层的难度是对于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最

高院的实际做法、国际通行惯例、新生效的仲裁法司法解释

，都在辅导用书上有详尽的阐述，有的考生可能就跟着国际

习惯、最高院的实际做法判断的；第三层的难度是在仲裁协

议的法律适用上，在国际私法理论学界存诸多理论上的观点

，这会导致从事国际私法专业的研究生考生陷于各种观点和

争议的徘徊中，无可适从，从而在心里“批判”所谓的理论

争议，于是想的越多，错的越多。 经过深度分析发现，本试

题具有极强的综合性，这就对考生拿分构成了特别大的障碍

。 国际经济法，2007卷一第95题：某种化工材料进口数量的



增加，使国内生产同类产品及与其直接竞争的产品的化工厂

受到严重损害。依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与国内产业有关的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采取的措施有： A．直接向海关

申请禁止该化工产品的进口 B．向商务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申

请 C．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 D．向商务部

提出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 答案：D 解析：在此考生需要掌握

的是各种对外贸易的救济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

措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边境措施和临时措施等，对它们

的定义、所规范的情形、救济措施的功能都需要予以正确把

握。 保障措施是指由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生产同类产品

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

胁。可见D项符合题意，故当选。A项是针对海关知识产权保

护的边境措施，对象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口商品，题目中没

有表明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形，故不选。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

临时措施或边境措施，这是今年大纲新增加的内容，但是仅

作为一个选项来考查。对外贸易救济措施属于政府的对外贸

易管理方面的职能，故与外贸行政管理相关的救济应当是寻

求政府的救济措施，法院的管辖权属于司法救济方式，需要

存在侵权、违约、违法等情形，不属于这里的救济措施，

故C项不选。 本题的综合性也非常强，难度比较大，考生容

易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之间犹豫，也可能因为虑及今年大

纲新增加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边境措施而误选了A，也可

能会凭自己感觉而选C项。这里不仅要理解各种对外贸易的

各类行政救济措施之间的区别，还要区分对外贸易的行政救

济与司法救济的区别，考查深度和难度都很高，也凸显了命

题人对相关知识和出题技巧的娴熟把握。 三国法部分的考查



，总体而言难度不大、内容中规中距，没有偏难、偏怪的考

查内容，内容细致、专业，综合程度高、实务性强，符合司

法考试的命题规律和考查趋势，也基本符合我们考前对命题

的预测，但凡认真进行复习、参加我们辅导班的考生，理论

上是可以拿到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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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