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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D_A6_E5_c36_479818.htm 认为复习刑法就是背

诵法条是不正确的复习态度 2002年首次国家司法考试中刑法

部分的分值为：单项选择题12分，多项选择题20分，不定项

选择题8分，案例分析题20分，共计60分。试卷四中除了考查

文书格式外，同时也考查了刑法部分的知识，因此，刑法部

分的分值总共在65分以上，居各部门法之首。刑法学科在司

法考试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首次司法考试中刑法考

题的基本特点 第一，客观题大量增加，其中多项选择题远比

单项选择题重要。主观题虽然占总分的比例高，但少了大型

案例题，多了小型的、简短的案例题。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

是考点数量大幅度增加，要求的记忆量也大幅度增加。 第二

，知识点的分布更为广泛。从知识点的格局来说，打破了原

有的犯罪论、罪刑各论几乎占考试内容90％以上的分布情况

。在2002年的司法考试中，总则刑罚论部分的试题明显增加

，纯粹犯罪构成理论的试题无论在客观题还是在主观题中都

大量减少，关于某些特殊个罪（例如拐卖妇女儿童罪，绑架

罪，非法拘禁罪，盗窃罪，抢劫罪，强迫卖淫罪）的构成与

量刑情节的试题大量增加。 第三，重视对考生实际处理案件

能力的考查。在去年的考试中，纯粹的理论型、记忆型试题

大量减少，要求考生在记忆的基础上理解、灵活运用的题型

逐渐增多。许多参加过考试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单纯背诵

刑法条文，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刑法这一科目合格。所以，那

种认为只需要熟悉刑法条文就可以通过刑法单科考试的观点



是错误的。只有真正理解法条背后的精神，熟悉刑法学理论

才能顺利通过考试。例如司法考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考题，

往往都是在法条上难以找到具体规定的，要准确答题，必须

依靠刑法理论的帮助。 第四，难度有加大的趋势。2002年司

法考试的刑法试题基本涉及犯罪论、刑罚论、罪刑各论的所

有重大问题，知识范围广，同时考题的难度也比以往的律师

资格考试有所加大。例如关于数罪并罚的考题，考生如果只

记住刑法第69条、第70条、第71条所规定的限制加重原则、

先并后减、先减后并原则，并不一定能够得分。而必须掌握

为什么要先并后减、先减后并，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又如

，关于共犯中一人既遂、一人中途退出的，退出者是否构成

犯罪终止，也是一般考生没有掌握的内容。还有案例分析中

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盗窃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盗

窃罪和侵占罪的区别等，都有相当的难度。从总体上看，去

年的试题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根据法条的规定直接得出答案，

大部分试题都需要考生对法条有深入的理解，需要具备一定

的刑法理论基础。有一些试题涉及了知识点争议比较大，甚

至是实践中真实发生，而且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案例。

所以，考生对未来司法考试中刑法试题的难度要有足够的认

识，不要把问题简单化，认为复习刑法就是背诵法条，这是

不正确的复习态度，会影响得分率。 复习备考的主要步骤 在

司法考试中，刑法所占比重大、难度高，所以考生在复习时

必须讲究方法，打好基础，突出重点，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为顺利通过考试奠定基础。 第一步，通读刑法条文和刑法

学教材。将刑法条文从头到尾背下来，既不太可能，也没有

必要，因为有不少条文，尤其是刑法分则的条文，在历年的



考试中都没有涉及（刑法分则有400多个罪名，常考的也就是

几十个），所以，考生在通读刑法条文过程中，要对一些重

要法条有所掌握。 此外，通读刑法学教科书也是必要的，这

可以培养考生的整体意识，以使自己的刑法知识体系更为完

整，对刑法问题有一个深层次的把握，从而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步，记忆重点法条。刑法中有一些条文是特别重要的，

要求考生务必花大量时间记忆，例如刑法第17条关于已满14

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刑法第22条至第23条

关于犯罪预备、未遂、中止概念及其处罚标准的规定，刑法

第25条、第26条关于主犯概念、范围以及处罚的规定，刑法

第29条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刑法第50条关于死缓考验期满如

何处理的规定，刑法第65条关于累犯成立条件的规定，刑法

第81条关于假释概念、假释适用限制的规定，以及刑法分则

中关于交通肇事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偷税罪，保险

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强制猥亵妇女

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

抢夺罪，妨害公务罪，非法行医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的具体规定，等等。 在掌

握重点法条的基础上，考生应当在重要的知识点上多下功夫

。刑法理论中的重要知识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刑法总则部

分： 1.刑法的空间效力（对地域的效力、对人的效力）问题

； 2.犯罪故意（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犯罪过失（疏忽大

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的认定

； 3.刑事责任年龄，尤其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者应当负

责任的范围； 4.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 5.犯罪预

备、未遂和中止的区分； 6.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共同犯罪



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的认定和处罚； 7.刑罚

种类：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的适

用条件； 8.刑罚的具体运用：量刑情节、累犯、自首、立功

、数罪并罚、缓刑、减刑、假释、时效。尤其是累犯、数罪

并罚、缓刑和假释制度； 9.其他，如刑法理论中居于核心地

位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关定罪量刑的一般理论、罪数的理论

，也是考试中经常涉及的内容。 刑法分则部分： 就具体的罪

名而言，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危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

侵犯财产的犯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是传统的考查内容，

每年考题均有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一般也会有选择题涉及，考生应予重视。危害

国家安全罪、军人违反职责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考试的可能

性小，考生原则上可以忽略此部分内容，将刑法的相关法条

简单地熟悉一下即可，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中，除了叛

逃罪、间谍罪等有限的几个罪名外，其他罪名在考试中基本

不涉及。 具体而言，在刑法分则部分比较重要的罪名大致有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非法拘禁罪，拐卖妇女儿

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罪

，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重婚罪，非法出租、

出借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挪用公款罪，伪造货币罪，

使用假币罪，出售、购买假币罪，走私假币罪，运输假币罪

，受贿罪，盗窃罪，抢劫罪，侵占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强

奸罪，故意杀人罪，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诈骗罪，

奸淫幼女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合同诈骗罪，票据诈骗罪，



拐卖儿童罪，拐卖妇女罪，遗弃罪，贪污罪，徇私舞弊不征

、少征税款罪，间谍罪，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使用假币罪

，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抢夺罪，盗伐、滥伐林木罪，

贩卖毒品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 对刑法分则的复

习，需要注意：（1）将分则理论与刑法总论结合起来思考问

题，切忌分割刑法总论与刑法分论；（2）注意准确界定罪与

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3）培养解决案例的实际能力，

因为现在司法考试中的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

择题实际上都是一个简短的案例题，而并不是只在案例分析

部分才出现案例题。 第三步，记忆重要的司法解释，重点突

破案例分析题。在熟悉重要的刑法条文、掌握刑法理论上的

重点、有一个比较好的知识基础以后，考生有必要关注一些

重要的司法解释规定，巩固、深化自己的知识体系。司法解

释的内容比法条要详细，也常是出题的对象，如司法解释关

于盗窃罪、抢劫杀人如何处理，挪用公款、自首认定的规定

等，都十分详细；还有的司法解释中的一些规定较为特殊（

如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解释），这些都需要考生掌握。 刑法中

的案例分析题与选择题相比，更偏重于考查基本知识的掌握

和运用。案例分析题一般不出偏题，但对灵活运用所掌握的

知识的能力要求较高。刑法这种理论性很强的科目，对考生

的综合判断能力要求更高。案例题的命题趋势是越来越细致

、越来越灵活，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立足于法律条文，充

分运用一些重要的刑法理论，许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案

例分析题一般都是考刑法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或者是法条中极

其特殊的规定，即最基本的概念或法律规定，只要把概念和

法律规定理解透彻，应试时就会比较有把握。在阅读案例题



的内容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谨慎，准确辨认出题人设置的种

种陷阱，要一个句子接一个句子地阅读，看该案例有几个基

本的内容，真正明白出题人的意思，然后考虑每一个内容涉

及的概念或法规，将这些概念或法规明确地串连、回忆起来

。解答案例分析题时，应做到语言简练、言之有据（有法律

条文上、刑法理论上的依据），切忌不着边际、主观臆断，

简单堆砌文字。 来源：国家司法考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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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