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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考试题，显而易见每年都在６０分以上，已经成为司考中

的“高分家族”，同时刑诉法题目的难度并不是很大，没有

偏题怪题，所以其又属于考生的“易得分学科”。２００７

年司法考试中，刑诉法占了７２分（包括选择题５２分，其

中单选题１８分，多选题２８分，不定项选择题６分；案例

题２０分），将近６００分的１２％，仅次于民法、刑法和

民事诉讼法；相对于刑法和民法而言，试题比较容易。因此

，只要了解出题特点，复习方法得当，这部分绝对可以拿到

理想的分数。笔者拟结合今年司法考试刑诉法试题，分析该

科命题特点。 一、题目以考查法条为主，基础理论有所体现

。 司考中的刑诉法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考查，几乎所有题

目都可以在我国现有的刑诉法和司法解释中找到答案。例如

卷二第６８题、６９题、７０题、７１题、７３题、７４题

、７５题等都是对法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直接考查，只要对

法条烂熟于心，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全部做对。同时，在法

条掌握的精细程度上该部分要求比较高，如果一不小心，很

可能会功亏一篑。例如第３０题就在“批准”和“备案”上

设置陷阱，迷惑大家；再如第７７题Ａ项将“由省级人民政

府指定医院进行”设置为“省级医院进行”，绝大部分考生

由于考试时间紧张，不够仔细，以至于做错。所以，刑诉法

在考查法条的同时，要求大家把重点法条掌握得更加精细。 

在考查法条的同时，基础理论也有所体现。如第２１题考点



涉及集中审理原理，第６６题考查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诉

讼地位，尤其是辩护人诉讼地位可谓是刑诉理论中的精华，

第７６条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人范围等等，

都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考查。 二、考查方式的综合性进一步增

强。 今年的考题明显不再局限于考查某一个法条或者某一个

知识点，往往将相关知识点综合起来作为一道题目考查，更

加注重知识点的联系性和关联性。例如卷二第３８题，考查

了管辖、审判组织、辩护制度等知识点，可谓是今年司考试

题的一个亮点；再如第３５题关于在立案阶段被害人的救济

性权利的考查就是对被害人权利综合归纳的结果，第７１题

关于补充侦查的考查，就涵盖了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 三、

考点集中，考查方式传统。 在２００７年司法考试中，与往

年一样，刑诉法中的强制措施、立案与侦查程序、一审程序

和二审程序等章节仍然是考查的重点。传统的知识点在试卷

二刑诉部分题量占到８５％，分值占８０％左右。如第２４

题证据的分类、第２６题证人证言的认定与判断、第２９题

简易程序的特点、第３３题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主体、第３

４题回避的决定主体、第３７题被告人二审中的权利、第６

７题拒绝辩护、第６９题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第７７题

精神病鉴定等等，这些传统的知识点一直是司法考试考核的

重点，在往年的真题中也反复考查过。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

“重者恒重”。 四、大纲的变化部分易出题。 ２００７年司

考刑诉试题着重体现了２００７年司考大纲新增内容。例如

卷二第７３题考查了“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要求”；

第７４题考查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第７５

题考查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的特点，都是今年大纲中明



确增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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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