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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出公告，发布

了《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初任法官、初任

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随后，司法

部又发出一项通知，要求今后公证处选用公证员将从通过国

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录用，司法部今后不再举行全国公证员

统一考试。 1995年11万人，1998年14万人，1999年18万人

，2000年二十多万人⋯⋯一年一度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中，

逐年刷新的报考人数纪录已经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律考

热"在逐年升温。一个资格，三家通用，如今的司法考试合格

证书与律师资格证书相比，分量陡然增加，不难预计，2002

年的国家司法考试报考人数只会有增无减。 为帮助广大考生

顺利通过首次国家司法考试，现特摘取《法律服务时报》上

的"专家辅导"，以飨网友。 众所周知，选择题在司法考试中

将占有很大的比例。能否答好选择题是能否顺利通过考试的

关键所在。考生能够扎实地掌握所有复习内容与细节的知识

点当然是最主要的，如果再熟练掌握和运用一些解题方法与

技巧，就会使模糊的问题变得清晰，使不会的题变成得分点

，使答题的准确度得到更大的保证。最终峰回路转，柳暗花

明。下面就将在解答选择题时需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及一些常

用的解题方法和技巧向考生朋友们做一下介绍： 一、解答选

择题的几个基本要求1．仔细审题 由于选择题的题干一般不

会太长，通常只有一句话或两句话，然而多一个字或少一个



字，题意就可能差之千里，如："低于、高于、不包括、包括

、有效、无效、属于、不属于、能、不能、是、不是、对、

错"等等。出题者常利用我们背诵记忆的习惯，而逆向出题，

设下陷阱。有很多考生因为粗心，急于答题，并未认真看清

题目，结果自己明明掌握的知识还失了分，是不应该的。 2

．全面分析每个选项 对于那些答案非常确定和单一的试题，

如选择某一刑罚种类的最长期限，可以迅速判断并作出选择

。但有很多试题，如多选题、不定项选择题，其答案并非唯

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甚至更多。这就需要我们在解题时，

一定要全面分析每个选项，看它是否符合题意，切不可只随

意看了一下题干就轻易作出选择。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许多

单项选择题，一眼看去，比如看到A项，符合题意，便选择

了A，而并未看B、C、D等项都是什么。单项选择题不同于

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只有唯

一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个答案(选项)相对其他所有选项是最

符合题意的。因此，必须全面审核全部选项得出最佳选择。

如下例： 例1(单项选择) 法律制裁是()对违法者依法追究其法

律责任而采取的惩罚措施。 A．公检法机关 B．国家机关 C．

政府 D．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此题正确答案是B，其中A、C

、D三个选项都符合题意，因为三个机关都可以对违法者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并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尽管每个机关所追

究的法律责任的性质和采取的惩罚措施不同)，但都不全面，

而只有B选项全面包含了 A、C、D三项内容，更加符合题意

。 例2(单项选择) ()是国内法。 A.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B.中外

合作经营企业法 C.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外资企业法 D.外资企业法 此题正确答案为c，其意与例1



相同，C项尽管并未包含所有的国内法，然而相对于A、B

、D三项却最全面。 例3(单项选择) 国际贸易术语的作用是()

A．为了明确双方各自的风险、责任和费用 B．为了节省文字

C．为了保密 D．为了便于交流 此题正确答案为A，其中B

、C项我们较容易排除，D项也符合题意，国际贸易术语确实

在国际贸易交往过程中起到了方便的作用，但当事人双方选

择它，就其主要作用来说是为了明确当事人双方各自的风险

、责任和费用。 例4(多项选择) 甲、乙二人因涉嫌共同盗窃被

关押，甲聘请律师丙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则律师丙的下列行

为是不合法的()()()() A．把会见甲的过程中了解的案件情况

告诉甲、乙的 B．为甲申请取保候审 C．会见甲并与甲通信 D

．同时接受乙的聘请 此题是一项多选题，正确答案为A、D。

如对其中A项没有把握，可先看B、C、D项，而B、C项均容

易判断，即使根据一般常识，也会推论出其行为合法，而我

们知道，多选题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所以即使我

们对D项也没有把握，却仍能根据排除法将A、D选出。 例5(

多项选择) 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具有以下特点()()()()

A．一切案件均须经过调解 B．整个民事诉讼贯穿在调解过程

中 C．审判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D．调解

协议由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如当事人一方反悔，可再行起

诉 此多项选题正确答案为B、C。其中A项较容易排除，如

对B、C两项均有些模糊，如B项中调解是否贯穿全过程，C项

中调解协议由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是否可以说审判人员始

终起主导作用，但D项经分析，也较易排除，因为即使按常

理推论，如果当事人一方反悔，便可另行起诉，调解也就失

去了可强制执行的意义，所以例4中A、D被排除，正确答案



为 B、C两项。 3．注意语言表达的周密、严谨 一位优秀的法

律职业人员，其对法律问题的语言表达绝对应是周密严谨的

，出题者常会在选择题的迷惑选项中做一些概括性的表达。

如若不细致分析，便很容易掉进陷阱。因此，针对每个表达

不清楚的选项一定要考虑到各种限定性情况，然后据题意慎

重地作出选择，以免走入误区。 例6(多项选择) 以下所列各项

，属于对作品合理使用的有：()()()() A.为介绍、评论某一作

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而又不注明出处的 B．将已发表的作品改为盲文出版 C．

将已发表的汉族文字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外出版

发行 D．图书馆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E．报纸、期刊、广播

电台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已经发表的社

论、评论员文章 此题正确答案为B、E。其中C项如将"在国内

外出版发行"改为"在国内出版发行"，则为正确答案，但此处

的不严谨，导致其并不符题意；再如D项，法律规定图书馆

复制本馆为收藏之用的为合理使用，而这里却并未说明"用

途"，因此也不严谨，被排除在外。 4.注意法学的思维方法 法

律职业人员应具有良好的法学修养和敏捷的法学思维，而考

生在解题时也应该注意从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判断。司法考试

既非单纯考察我们的文字表达，它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体系

，考生们需要在乎时分析问题时就养成运用法学思维的习惯

。 如上述例题中的例3，虽然我们通过分析与逐一排除，也

能将正确答案选出，但是如若从法学角度分析，考虑一下出

题者的意图，从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上考虑，就可以轻易地将B

、C、D等选项排除在外。 二、常见的解题方法 1．排除法 排

除法是在解答各种选择题中最常用的方法，在司法考试当中



也是如此。排除法顾名思义，就是将不符合题意的选项逐一

排除，剩余的选项即是正确答案。这种方法也是针对选择题

这一特定题型最有效的方法。 用排除法时必须确定被排除的

选项不符合题意。单选题必须确定最合题意的唯一答案，多

选题排除了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项均不符合题意，才能保

证解题的正确度。 例7(单项选择) ()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定，而不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A．《民法典》 B．

单项法律 C．具有指导性的法律 D．普遍适用的法律 此题的

正确答案为A，其中B、C、D项较易排除，因为该几项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亦可制定，所只剩下A项。 例8(单项选择) 通

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属于公民的：() A．政治自由权利 B．文化

教育权利 C．人身自由权利 D．监督权利 此题正确答案为C

项，A项中政治自由权利主要指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权利，主要表现在选举、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

示威等方面，通信自由不包括在其中；B项文化教育权利主要

是公民在文化教育领域享有的权利，如受教育、从事科学研

究、文艺创作等方面，也不包括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D项

监督权是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主

要是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申诉等方面，也不包括通信

自由和通信秘密。因此只剩下C项，而人身自由权利也正是

指公民人身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

、住宅安全、通信自由等方面，故C项正确。 例9(多项选择)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包

括()()()()()() A．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B．认为

行政机关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 C.不服行政机关对行政机

关工作人员的任免的 D．不服行政处罚的 E．不服行政机关



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的 F．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法

定经营自主权的 此题正确答案为C、E。根据行政诉讼法原理

，行政诉讼发生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而且只有对

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A、B、D、P均符合提起

行政诉讼要求，而C是属于内部行政行为， E属于抽象行政行

为，C、E被排除。 例10(多项选择) 在下面几种国际争端的解

决方法中，属于外交方法的有： ()()()()() A．谈判与协商 B．

斡旋与调停 C．国际调查与和解 D．仲裁法院仲裁E．国际法

院审判 此题正确答案为A、B、C。其中D、E两项较容易排除

，因为D、正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而根据题意另外三项

均是外交方法。 2．特殊值记忆法 在我们翻阅法律、法规条

文和指定用书时，常会发现诸如"一个月"、"两年"、"十五天"

、"1／2以上"、"2／3以上"、"不得低(高)于⋯⋯"这样的话，

法律条文中涉及数字与期限的内容众多，这些作为特殊值的

数字也是司法考试选择题中常出现的。这就要求考生非常清

晰地将每一个特殊值和与其相对应的情况都记下来，以便考

试过程中轻松地选出答案，这就是特殊值记忆法。 特殊值记

忆法在司法考试中的运用，并非单单指那些期限和数字。法

律规定的种种例外情况，也要认真记忆，这些也是考试中常

出现的重点内容。如：各诉讼法中针对管辖的特殊规定，如

级别管辖中哪些案件归中级法院管辖，国际纠纷解决中准据

法的选择等。这种方法的运用需要在平时复习过程中认真地

总结，反复地记忆。如可以采用归纳总结、列表等办法，将

相关相类似的内容总结，对照记忆，这样会更加深刻、清晰

。 例11(单项选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

委员长任职期限 () A．3年 B．4年 C．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D．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相同 此题正确答案为C。 

例12(单项选择) 下列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

A．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理的案件 B．地区行政公署复议改变

县政府处理的案件 C．基层海关处理的案件 D．国家职能机

关处理的案件 此题正确答案为：C。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属于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庭的案件有： (1)确认发明

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2)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

案件；(3)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如果对中院管辖情况有

清晰的记忆，就可以迅速地作出选择。 3．矛盾法 矛盾法是

由排除法演变而来，其不同于排除法的地方在于它注重抓住

题干与题、支(各选项)之间的矛盾，利用相互间的矛盾将选

项排除。用此种方法时需要细致地分析题干与题支各自的含

义，注重每个字眼。 例13(多项选择) 法律关系是由法这一特

殊行为规范所调整的，这种关系是：()()()() A．以法律上权

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B．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社会关

系 C．思想社会关系 D．以法律规范为前提的特殊社会关系 

此题的正确答案为A、B、D。根据题意，法律关系是由法这

一特殊的行为规范所调整的，而c项中是"思想"社会关系，根

据最基本的常识，"思想犯"在我国法律中是不存在的，法律

规范更不能调整思想关系，二者之间存在冲突，因此排除。 

例14(多项选择)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 ()()负责制

。 A．省长 B．市长 C．县长 D．区长 E．乡长 F．镇长、 G

．村长 H．居委会主任 此题正确答案为A、B、C、D、E、 F

。根据宪法规定，村委会和居委会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

织，并不属于各级人民政府，因此G、H两项与题干产生了矛



盾，予以排除，而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均实行行政首长负

责制，因此正确答案为 A、B、C、D、E、F。 例15(多项选

择) 律师只能代理有权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 ()一方。 A

．公民 B．法人 C．其他组织 D．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此题正确答案为A、B、C。根据行政复议含义可知，行政复

议只能由行政相对人一方提起，行政机关是无权提起的，所

以D项与"有权"相矛盾，律师就更无法代理了。所以D项予以

排除，而行政相对人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所以A、B

、C三项均符合题意。 4．推理法 对于有些试题的某些选项，

我们常常感觉记忆模糊，拿不准，这就需要用到推理法。推

理法主要是根据法律、法规的原则与精神或者公认的一些法

学常识、常理、理论或对某些选项的命题予以推理，判断其

正确与否。按照这一方法，解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特

殊情况，将例外情况予以排除。 如在上述例题的例6中，A项

中如果大量地引用他人已发表作品，又不注明出处，就难免

有剽窃之嫌，绝不可能为合理使用；B项中"改为盲文"出版，

应该是对残疾人阅读作品增长知识和技艺的一种鼓励和帮助

，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依常理应是合理使用的范畴；C项中

如若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外发行，可能会出现类似情况

，有人将本国内作品译成朝鲜文字，然后在韩国发行，也样

也不合理，所以应推理为不是合理使用；D项中图书馆复制

本馆收藏作品，按理应为合理，但我们应想到它的用途、目

的，其实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例外情况"如果用来，发行，出

售，则不合理，所以应排除；E项是为了促进新闻广播宣传，

所以应是合理使用。故B、E正确。 例16(多项选择) 对外贸易

经营者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应当依法经营，公平竞争，



不得()()()() A．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 B

．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竞争对手 C．骗取国家的出口退税

款 D．伪造、变造或者买卖进出口原产地证明、进出口许可

证 这道题较容易，正确答案为A、B、C、D，依据常理，A

、B、C、D均为非法行为。 例17(多项选择) 行政复议法规定

，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遵循()()()()()的原则

。 A．合法 B．公正公开 C．及时 D．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E．

便民 此题正确答案为A、B、C、E。依据常理和行政复议法

的精神，A、B、C、E四项都较容易确定，而D项中是行政处

罚法的原则，行政复议过程中一般不涉及对行政相对人再作

出处罚问题，所以予以推理排除。 5．联想法 各法学学科之

间，法律、法规的各条之间的联系都是非常密切的，有一些

相关问题在通常情况下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精神也会相同。因

此在遇到某一问题拿不准时，我们也可用联想的方法，想想

与其相关的内容有些什么规定、原则与精神，而作出判断和

选择。 例18(单项选择) 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通常被用来解

决() A．侵权方面的纠纷 B．物权方面的纠纷 C．有关人的行

为能力方面的认定 D．对外贸易合同的纠纷 此题正确答案

为D。如果我们对几个选项都不是太清晰，就可以展开联想

，A项会直接想到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B项联想

到物权法定、一物一权等；C项会想到其与权利能力的区别

；D项会想到合同自由原则、合同正义原则等。而纵观四项

，只有合同自由原则涉及当事人意思自由(自治)，与题意最

近，所以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也最为合理。 这里未能将

选择题的所有解题方法全部罗列出来，但常见的就是以上几

种。对于单选题，主要适用排除法、特殊值记忆法、联想法



；多选题常适用特殊值记忆法、矛盾法、推理法。当然各种

解题方法并非只是单纯僵化地运用，需要灵活地掌握、综合

起来运用。这里所举的例题也绝非仅仅是运用了一种方法就

能选出正确答案。分析上述各种方法也只是希望对考生朋友

们有所启发，在平时做题时多注意培养，形成一种思维方法

和习惯，久之就自然培养了这种能力，掌握了这种技巧。 当

然，一味地研究这些解题技巧与方法，而忽略了对考试内容

的扎实复习，就本末倒置了。只有扎实地掌握了全面的知识

点，再结合良好的解题思路与解题技巧，才是提高正确率，

取得高分的最佳途径。 对于不定项选择题，一般会以案例的

形式出现，按照案例题的分析方法再结合单选与多选解题的

一般技巧，便得心应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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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