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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特点：一是考试科目上有新变化，除保留首次国家司法

考试规定的13门法学核心课程外，适当增考中外法制史有关

内容：二是继续在司法考试的相关政策上对西部地区应试人

员予以适当倾斜。根据国家司法考试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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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2003年各科命题状况进行分析与预测，

仅供参考。 法理学、宪法学让分给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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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降了3～5分。宪法学与之相同。这两门课减

少的分数增给法制史。法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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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学"国家机构"部分由于涉及的法条

相当多，难以把握，考生相当容易失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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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史是今年新增的考度科目，分值为10

分，中国法制史大致占7分-8分，外国法制史占2分-3分。题型

大致以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为主，预计不会出现任意选

择题。由于是首次作为考试科目，所以会着重考查"系统记



忆"，不会注意考查理解与运用能力。 国际法新增考点有哪些

国际法(约占卷面分值的8%－10%)、国际私法(约占卷面分值

的10%－12%)、国际经济法(约占卷面分值的12%－15%)三部

分考试内容，这与去年首次司法考试的分值分布比重大体相

当。 国家法与日常生活，不像民法、刑法与日常生活那么贴

近，这就决定了司法考试这样一种应用性考试的国际法部分

不会考得太难，今年难度应该会有所降低。尽管新大纲、新

教材整体变动不大，但局部变动不小。 1.国际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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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第六章"国际民

商事争议解决"中在仲裁和诉讼部分中，补充了一些2000年前

后新的司法解释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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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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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法考得越发"细致入微" 本部门法包括反

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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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值

分布约20分。劳动法每年都占4分-5分；环境保护法在0分-1分

之间；其他都是2分左右。 经济法考试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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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新增法

律考核内容的可能性极大，但分值不会太多。 法律职业道德

可以在考前突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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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考前进行突击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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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重点考查的

知识点和新动向 根据国家司法考试2003年考试大纲的规定，

今年司法考试刑法约占60分-65分。预计考查重点稍有分散，

分值分布将仍然集中在历年律考和司法考试的重点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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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的关键



在于对法条的熟悉 预计2003年的司法考试还将保持在45分左

右。基于刑事诉讼法的特点，直接来自近年来的司法解释的

命题占相当分量，比较重要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诉的解

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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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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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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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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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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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辖(地域、

级别、职能管辖)；(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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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避制度；(4)强制措施；(5)证

据及证据运用制度；(6)附带民事诉讼；(7)自诉案件与简易程

序；(8)一审程序；(9)二审程序；(10)再审程序；(11)执行程

序。 行政法需要全面把握 2003年的国家司法考试中，行政法

的客观题仍在试卷二进行考查，有25分左右；案例分析题在

试卷四进行考查，约8～10。考查点放在行政诉讼、国家赔偿

。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理论以及行政处

罚法、行政复议法无须过多关注。恰恰相反，由于这些知识

点与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的知识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在

解答有关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的题目时，如果没有这些方面

知识点的支持，常常会弄错。特别提醒考生要全面把握，不

能偏废。 在行政法部分，特别重要的新增知识点是明确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司法解释列为考查内容，同时加强了对立法法及其配套法



规的考查力度。立法法在法理学、宪法学以及行政法学部分

均作为考查内容，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复习。 民法考试可能

的"亮点" 民法部分是司法考试中的"重头戏"之一，而民法通则

和合同法又是民法部分的重中之重。2003年，预测民法通

则20-25分，合同法30-35分，知识产权法10-12分，婚姻法和

继承法5-8分，担保法10-12分。 2003年可能的"亮点"有： 1、

婚姻法和婚姻法司法解释，全新登场。2000年婚姻法考了1分

，2002年婚姻法考了5分，分值的大变化是因为婚姻法的修订

和司法解释的出台，而考点都是修订过的内容。2003年，这

两个文件正式列入法规汇编，考生还要认真复习，抓住重点

。注意以下考点：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的条件和法律后果、判

决婚姻的法律原则、诉讼离婚的两项特殊保护、离婚时的财

产处理、债务清偿、探望权、离婚诉讼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及其行使条件、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关系(法定财

产制约定财产制)。 2、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理

解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要性，考生应注意以下考点：三大

知识产权法中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内容(尤其是承担民事责任

的侵权行为、承担综合法律责任的侵权行为)；著作权法中不

予保护的对象；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人

、著作财产权、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软件著作权的期

限和限制、授予专利权的程序、专利权的限制、优先权、注

册商标的注销和撤销、驰名商标的保护。 3、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民事

证据规则给传统的侵权法增添了新的考试素材。 4、交叉化

的知识可能再次被"追捧"。交叉化的知识是指突破各部门法

的划界，有交叉的内容。司法考试必然反映法律职业的要求



，不仅精通实体法，同时能熟练应用程序法。 复习时，建议

要"奇正相济"。"正"是指历年的重点，如无权处分、善意取得

、物权优于债权、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等重点被多次考查，

一定要精通。"奇"是指对大纲和教材增删部分，要作好出题

者出"奇兵"的防御准备，要认真分析，精心应对。 商法难度

较大、格局未变 商法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

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

商法。公司法无疑是本部门法中的"龙头老大"，多年来这一

格局均未改变。就题型分布情况来看，只有公司法有可能出

案例题，这也是该法总分值较高的原因。其他单行法则在客

观题的各种类型中都有可能出现。 商法的难度较大，有一定

的理论深度。如票据法一向是考生的"老大难"，企业法也越

来越喜欢和实务联系起来，既不脱离法条又高于法条。这一

趋势必将在今年继续下去。 重点："企业法" 中的"组织机构"

，票据法中的"记载事项"，保险法中的"人身保险合同"，都是

历年不变的重点。有关"保险业规则"因刚修订过，也有在第1

年成为重点的可能。 新增考点：企业破产法是新增法律，其

中的"破产财产"、"破产债权"、"别除权"等应予以特别关注。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新动向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之间的内

容存在许多共通性，它们都属于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根

据国家司法考试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的规定，在今年司

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复习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

动向。 1．分值提高。在2002年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部分

总共考了36分，仲裁法部分考了7分，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两

部分，共计考了43分。而在2003年的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

法与仲裁法的考查分植将大幅度提高，会占到50-55分之间，



2．关于题型的分布。2003年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与仲裁

法的题型，估计单项选择题会考查14分左右，多项选择题会

考查14分左右，任意项选择题会考查7分左右，论述、案例分

析和实例分析会考查10分左右，法律文书会考查8分左右。 3

．关于难度的大小。按照国家司法考试2003年考试大纲的规

定，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部分考查的基本要求是，系统掌握

民事诉讼法的体系和基本知识点；深入理解民事诉讼法的基

本原则和基本原理；正确把握民事诉讼中各种程序以及各种

制度的具体内容，并能厘清各种程序和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

；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中基本概念的内容和特征，注意相近

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熟悉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

，了解其规定并懂得实际运用，能够运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和理论正确分析具体的案件。 由于对程序法的重视和程序法

比重在司法考试中的大幅增高，在2003年司法考试中，民事

诉讼法与仲裁法部分考查的难度会略有增大，考查的知识点

会更细，考查的内容会更加复杂，要求考生拥有融会贯通的

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精读教材，排除死角，同时要

研读法条，系统掌握司法解释中的规定，注意相关知识点的

比对。 结合以往的考试规律和《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

的规定，今年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部分的考查，

将会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部分：（1）管辖；（2）当事人；

（3）证据；（4）一审普通程序；（5）几种特殊程序的法条

中规定；（6）执行程序的主要法律规定；（7）仲裁与诉讼

的关系（人民法院对仲裁的撤销和不予执行）；（8）仲裁协

议；（9）仲裁中的特殊事项。这是每年必考的内容，也是较

为复杂的。 考生要掌握的重点法条有：（1）民事诉讼法；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5）仲裁法。这五项法律和司法解释，将会涵盖司法考

试中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80%的知识点，应当予以精读和充

分重视。 民事诉讼法部分新增了以下考点：（1）举证时限

的规定；（2）证据交换的规定；（3）系统阐述了合议制度

，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的内容；（4）人

民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法定范围；（5）法庭质证、认证的法

定要求。同时，删去了"民事证据的证明力"、"法定证据"、"

自由心证"和法院调解的意义等内容。仲裁法考查的要点，

与2002年相比没有变动。 文章出处：东方教育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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