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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3_A8_E9_97_A8_E6_c36_479866.htm 根据国家司法考试２

００３年考试大纲、２００３年辅导用书，参照历届特别是

近年来律考及２００２年首次司法考试命题情况，并结合今

年的有关国家司法考试命题新情况，文章对２００３年各科

命题状况作一分析与预测，以有利于考生有针对性地复习与

应试。文章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一、法理学 法理

学在２００２年的司法考试中，占了１５分；２００３年的

大纲确定其约占卷面分值的１０％～１２％，降了３～５分

。减少的分数增给法制史。从题型看，除了单项选择、多项

选择题外，还会出现任意选择题。其难度不大，但由于该部

分理论性太强，以及每年教材观点表述的差异，使得该部分

相当容易失分。相对于２００２年的大纲而言，２００３年

作了相当大的调整：法的价值、司法体制、法的传统以及法

与社会的有关部分为新增内容，这部分知识点有必要加强复

习。但传统的重点内容（如法的要素、法律体系、法律关系

、法律责任和立法），仍会作为考查重点。 二、法制史 法制

史是新增考试科目。分值为１０分，中法史部分大致占７～

８分，外法史占２～３分。题型大致以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

择题为主，预计应不会出现任意选择题。 对法制史，大纲要

求：考生应了解掌握大纲中列出的相关内容，达到前后系统

记忆与正确理解的程度；能够对相关法律史料与案例，运用

传统法律文化理论知识进行综合分析。由于是首次作为考试

科目，所以会着重考查“系统记忆”，不会注重考察理解与



运用能力。复习法制史时，注意与部门法学结合。 三、宪法

学 宪法学在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中，占了１５分，２００３

年的大纲确定其约占卷面分值的１０％～１２％，降了３～

５分。减少的分数增给法制史。宪法学的纯理论部分，由于

体系清楚，内容相对固定，不像法理学那样变化幅度大，所

以相对容易把握；但是，其“国家机构”部分的知识点，由

于涉及的法条相当多，而且相当零乱，不成体系，所以难以

把握，考生相当容易失分。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应注意“系

统记忆”，将具有相似性的知识点予以总结，抽象出其中的

“原则”，以原则指导自己的记忆，而不能“孤立记忆”。

另外，“国家机构”一章新增了“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

的知识点，注意把握。 四、国际法 （一）分值分布 国际法约

占卷面分值的８％～１０％，国际私法约占１０％～１２％

，国际经济法约占１２％～１５％，总体上国际法部分大概

为３０～４０分之间，这和２００２年首次司法考试的分值

分布比重大体相当。 （二）题型分布 从题型上看，２００３

年司法考试国际三法部分全部在卷一，题型包括单选题（大

概１１～１３道）、多选题（大概１７～２０道）、任选题

（大概６～８道）。首次司法考试中选择题案例化的趋势十

分明显，特别是国际公法试题，１０道选择题只有１道题是

直接考理论，其余９道都是通过小案例形式，考察考生对知

识点的理解、记忆以及应用能力。这种趋势今年的考试中应

该会继续保持甚至加强。对此考生应有思想准备。 （三）难

度预测 国际法因其本身与日常生活不像民法、刑法那么贴近

，很多知识点不好理解，这就决定了司法考试这样一种应用

性考试不会考得太难。２００２年个别题难度较大，如卷一



第１８题、第２０题、第６０题、第９７题，考生丢分严重

，今年难度应该会有所降低。而且，国际法各知识点之间的

联系性不像民法、刑法那么强，考生复习仍主要树立“分解

知识点，各个击破”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国际公法和国际私

法识记仍是主要工作。 （四）新增考点 新大纲、新教材整体

变动不大，局部变动不小。 １．国际公法：（１）新增加了

第九章“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其中对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战

争、武装冲突、三种战争犯罪、战争中立与普通中立的概念

界定，以及战争开始、结束的制度，中立国的权利义务等内

容都可能成为考试的题眼。 ２．国际私法：（１）第六章“

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在仲裁和诉讼部分中补充了一些２

０００年前后新的司法解释的内容。（２）教材第六章最后

新增了中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规定的内容

。（３）增加了第七章“区际法律问题”。这些新增内容都

是应当给与适当重视的知识点。 ３．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

法第五章“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第六章“世界贸易组

织”变化较大，内容全部重新撰写，考生要适当注意。 （五

）复习侧重 １．国际公法：考点历来极为分散，去年考试几

乎章章有题，但又都只有一道题。复习只能全面，但主要是

掌握基本东西。 ２．国际私法：考试重点除了新增点外，仍

应主要集中于总论的几个制度和分论部分我国的相关规定。 

３．国际经济法：重点仍将是国际贸易法，特别是传统的四

大块，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国际贸易术语解释

通则》、国际货物提单运输及海上保险、国际贸易支付。 五

、经济法 本部门法包括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商业银行法

、证券法、财税法、劳动法、土地法和房地产法、环境保护



法。 １．分值分布情况：本部门法总分值约２０分。劳动法

可谓是一枝独秀，每年都在４～５分；环境保护法则在０～

１分之间。其他单行法则都处于２分左右的位置。 ２．题型

分布情况：本部门法不大可能出现案例题，客观题的各类题

型则均有可能出现。 ３．难度大小：本部门法难度都不大，

但考核的越发“细致入微”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４．

重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拍卖规则与当事

人的权利义务”、“消费争议解决的特殊规则”、“产品责

任与瑕疵担保责任”、“证券发行条件与证券交易的一般规

则”、“个人所得税的征、减、免与税收保全和强制措施”

、“劳动合同的解除与劳动争议的解决范围和方式”、“环

境侵权责任”是各单行法的核心考点。 ５．新增考点：农村

土地承包法作为新增法律考核的可能性极大，但分值不会太

高。 六、法律职业道德 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中关于法官

和检察官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的内容，是２００２年首届司

法考试第一套试卷中新增加内容，在以前的律师资格考试中

仅仅考察了律师制度的内容。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考试

范围主要来源于司法考试指定用书，涉及法规主要是法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检察官法及律师

法、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规范的相关内容。考试题型为

选择题，包括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从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

的情况来看，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部分共考了１０分，

其中单项选择题３分（第２８－３０题），多项选择题７分

（第７４－８０题）。考点分布情况是这样的：法律职业道

德与职业责任概述１分；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３分（其

中，法官职业道德概述１分，法官职业道德主要内容１分，



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应承担的责任１分）；检察官职业道德和

职业责任３分（这３分考察的是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和主要规范的内容）；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３分（其中

，律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１分，律师执业纪律规范２分）

。通过对第一次司法考试试题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法

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涉及的考点多为“死记硬背”内容，

因此，在准备司法考试学习时，可以在考前进行突击记忆。 

按照考题难度与试题类型及考点分布基本稳定的命题原则，

２００３年的试题难度与题型分布和２００２年不会有太大

的变化。从对付２００３年司法考试的角度来讲，法律职业

道德与职业责任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主要有： （１）法律

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概述部分：法律职业道德的特征、法律

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加强法律职业道德的作用、法律职业

责任范围、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责任的关系。 （２）法

官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部分：法官职业道德的特征、法官职

业道德的内容；承担责任的形式。 （３）检察官职业道德和

职业责任部分：检察官职业道德特征、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检察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处理机构。 （

４）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部分：律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内

容和律师职业纪律规范的基本内容、律师承担责任的形式及

处理机构。 七、刑法 （一）分值分布情况 （１）总分。由于

检察官和法官资格考试的并入，２００２年首届司法考试中

刑法所占的分值大大增加，实际上达到了６５分左右（卷二

４０分，卷四２５分案例２０分加上司法文书题包含的约５

分刑法内容）。２００３年司法考试中将增加中国法制史的

内容，但该科所占分值将从多个科目中挤出“一杯羹”，因



此单纯的刑法题所占的分值不会受到明显影响，应该仍在６

０分上下。新大纲规定２００３年司考刑法约占６０～６５

分，也证实了笔者早前的预测。今年的司法文书仍考刑事案

件的可能性较小，万一考了刑法总分才会达到６５分。 （２

）分值分布。在６０分左右的总分中，总则与分则的比重与

２００２年接近：总则仍为２５分左右，分则为３５分左右

，具体章节及知识点的分值大小见下文的“重点”部分。 （

二）题型分布情况 题型分布也应当与去年基本相同，具体分

布大致如下：单选题１２分，多选题２０分，不定项８分，

案例２０分。如前所述，司法文书题万一仍考刑事案件则司

法文书题中分布约５分。 （三）难度 今年考试难度可能与去

年持平或稍有降低。去年的刑法部分相对较难，考虑到报考

人员的现有知识水平状况，不会再度加码，但基于国家司法

考试“选拔高素质、精英化法律职业人才”这一宗旨，也不

会轻易降低门槛。 （四）重点 在稍有分散的同时，分值分布

将仍然集中在历年律考和司考的“大户”内容上，具体如下

：从章节上讲（章节序号以新大纲为依据），总则的重点为

第一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至五节，第四章第二、三节，第

五章后三节，第六章第二、四节，第七章第二、四节，第九

章第二、三节，第十章后两节，第十一章后两节，第十二章

第二节，第十三章后两节；分则的重点章节为第十五章，第

十六章第一、二、四、五、六、八节，第十七章前三节，第

十八章前三节，第十九章第一、二、五、七节，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前两节。从知识点上讲，总则最重要的知识点

是：犯罪客观方面（尤其是不作为和危害结果在刑法中的意

义），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成



立条件、无过当防卫以及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的刑事责任，

故意犯罪的不同停止形态的特征、相互区别及其刑事责任，

共同犯罪的条件以及不同共犯人的刑事责任，实质的一罪和

处断的一罪、不同刑罚的特征及其适用条件和适用方式，不

同量刑制度的含义、适用条件及其刑事责任原则，减刑和假

释；分则的重点罪名见新大纲的列举，尤其要注意重点罪名

的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注意常见多发罪

、相近易混罪、新型犯罪。 （五）新动向 去年的试题透露出

一个信号（卷二第６题、卷四第２题），对条文背后的基本

理论的考察有所增强和注重考察新近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 八、刑事诉讼法 １．２０００年以前，刑事诉讼法部分的

分值相对比较稳定，即平均在３２～３５分左右。２０００

年与往年尤其是１９９９年相比，刑事诉讼法的分值稳中略

有上升。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比以往又有进一步的增加，如

加上司法文书，已超过５０分，预计２００３年的司法考试

还将保持在４５分左右。 ２．基于刑事诉讼法的特点，其命

题直接来自近年来的司法解释的命题尚占相当分量，比较重

要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诉的解释、六机关关于刑诉的规

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则等。 ３．在

注重重点法条规定本身内容的记忆与运用以及对基本法条本

身解析的同时，法条理解性的题目有所增加，这种理解需要

借助一定的理论基础，既注重了诉讼法理论的考查，又注重

了具体制度的实际运用。 ４．选择题型近年来逐渐侧重于以

小案例的形式出现，综合性较强，尤其是任意选择题的出台

，甚至将实体法与程序法融于一体，如２０００年任意选择

题。 ５．由于程序法主要侧重于可操作性，因此对付刑事诉



讼法部分的考试，关键在于对法条的熟练、熟悉程度??这里

的法条不仅仅包括刑事诉讼法本身，而且还包括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六机关的规定或司法解释??。可以

说，司考中关于本部分的试题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找

到法条依据，这一点显然不同于刑法等实体法部分??刑法中

相当一部分试题如果没有一定的刑法学理论是难以得出正确

解答的??。所以，包括刑诉法在内的程序法应当说比较容易

在较短的时间内“突击”并富有成效。 ６．从近几年刑诉法

的考试情况来看，比较侧重的知识点主要包括： ⑴管辖??地

域、级别、职能管辖； ⑵??辩护与代理制度??尤其是辩护人的

条件、指定辩护的法定情形； ??⑶??回避制度；?? ⑷??强制措

施； ⑸??证据及证据运用制度； ⑹??附带民事诉讼；?? ⑺??自

诉案件与简易程序；?? ⑻??一审程序； ⑼??二审程序；?? ⑽??

再审程序；?? ⑾执行程序。 鉴于刑事诉讼法的试题综合性较

强，难以完全以考试大纲的体例一一展示，更难以与大纲的

知识点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文章来源：中国法院网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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