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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在刑法学试题方面，具有以下的特点： 1.考点分布以总则

基本问题和分则常见罪为主，仅有个别题测试了一些比较生

僻的问题。如单选第6题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多选第41题

因果关系中断、多选第44题增值税发票案的认定等。 2.信息

量较大。今年刑法试题的信息量较大，总字数为8800字，

而2000年和2002年两年刑法试题总字数是12146字，平均不

到6100字。字数增加与难度之间未必存在关联性。有的试题

因为字数增加，提高了答案的惟一性，有利于考生水平正常

发挥。因为对案情交代越具体，越容易判断，也越容易避免

歧义。 3.加大了多选题的比例、减少了单选题比例(2003单选

题占卷二30%；1999、2000、2002年均占40%)。这种题型变化

无疑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因为多选题中的4个选项负“连带责

任”，只要选错一个，前功尽弃，得分的机率较低。 4.基本

不触及法律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减少了因试题介绍的事实不

清而引起的歧义。在一个水平较高的法律考试中，要求试题

完全避免争议是不可能的，因为适用法律处理案件难免存在

分歧。但是，在要求答案惟一的试题中应当尽量避免因学术

分歧和事实模糊引起的歧义。在这方面今年的刑法试题做得

比较成功。这得益于公布答案的举措，必须保证试题更经得

起推敲。 5.完全取材中国社会生活，司法实践中的事例、问

题。在2002年的试卷中有一些带“洋味”的刑法试题，其关

注的考点和得出的结论多少与外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有关。而



在2003年的刑法试题中，几乎没有这种洋味，试题取材、关

注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完全中国化。 对今年刑法试题的总体

印象是：1.容量和难度均有所增加，对于应试人员的阅读速

度、记忆力、反应力、平日的知识基础均是一个考验。比较

有利于综合实力较强的应试人员发挥水平。2.试题难易程度

比较均衡、明确性有所增强。今年刑法试题中，过于简单“

一目了然”的试题基本没有(除重复使用的案例分析题)；过

于疑难的问题也较少，所占分值不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偶

然性。3.比较注重经验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测试。今年刑法试

题的字数较多，表明案例型考题较多。同时这种案例型考题

不是对理论观点的简单演绎，往往是实际发生的真实事例。

其中有不少是经典的疑难案例，如单选第2题、第4题、第10

题、第12题、多选第35题C项、这对于阅读面较宽或经验较多

者有利，因为从书本看到过、或者在司法中遇到过这类案例

，才能真正有把握在短时间内作出正确判断。4、有些多项选

择题内容过多，不利拉开考分的层次。如多选第35、38、41

、44、47、48等题，每题的每个选项都有一定的难度，应试

人员能全部答对四个选项可能性不大。在这些题上的得分上

，高水平与低水平的考生，显现不出差别。 中国的司法考试

必须满足从数十万之众的应试人员中选拔精英的要求，司法

考试设计任重道远。这是精英人才的选拔考试，需要测试洞

察力、公平感、决断能力和思辨能力。对这些能力的测试往

往是客观选择题难以胜任的；但是面对数十万应试人员，采

用主观题测试，在技术上很难操作，甚至无法找出能够胜任

这种主观评价的足够的评卷人员。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主观判

断客观化、教条化，不仅达不到设计的初衷，事倍功半；甚



至于生出舞弊现象。 首先，还是应当把司法考试设计重点放

在机读客观选择题上面。这是我国目前能保障高效、公平测

试真实水平、避免舞弊的必要方式。应当加大对司法考试客

观机读题研究，把其局限性降到最低。客观机读题的“瓶颈

”不在判卷而在于出题，出题的“瓶颈”不在题型而在于是

否能够创作出大量的具有适当难度的选择题。 因此，建议取

消选择题题型(单选、多选、任选)的区别，只采取正确答案

有四种可能(ABCD)的一种选择题型。对应试人员尽量提高题

型的难度，对出题人员尽量减少题型的拘束，避免为追求难

度而增加试题模糊度的情况。 另一方面，建议对第4卷的主

观题进行改革甚至彻底主观化。测试思辨和写作能力的关键

在主观题，而主观题的“瓶颈”在评卷。目前的案例分析题

主观性不彻底，在测试思辨和写作能力方面作用不大，不如

将其客观化，改变为机读选择题(类似于现在的任意选择题)

。设立一个论文写作题(类似于今年第四卷的论述题)，进一

步加大分值，集中测试思辨和写作能力。即对所谓主观题进

行彻底的主观化，比分散精力判缺乏主观性的案例分析题有

效。 甚至可以考虑把第四卷设计为论文写作题。前三卷着重

测试法律知识和应用，其实这已经足够了。第四卷测试理论

素养和写作能力。二者的关系是：首先淘汰前三卷成绩不及

格者；只有及格者的第四卷进入判卷程序，以减轻第四卷评

卷负担。在这个范围内，将论文写作题的成绩与前三卷客观

选择题的成绩相加，作为通过司法考试的依据。考试、评卷

、成绩公布、通过线和通过人员的确定，还像现在这样一次

完成。不赞成把客观测试与主观测试分两次考的方法，因为

一年两次考试，应试人员和举办人员恐怕都不堪重负。也不



赞成分阶段公布成绩的方法，因为这样容易节外生枝。 (作者

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文章出处：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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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