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法命题规律及复习方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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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2_80_9D_E6_c36_480173.htm 司法考试“三国”法

的复习历来是考生备考中比较头痛的部分。本文将结合“三

国”法的各自特点，对“三国”法的复习方法予以介绍。 第

一部分 国际公法部分 一、国际公法三年分值统计 二、命题特

点及规律 1. 无重点可言。国际公法考点分散，该部分考题涉

及面极广，从历年考题来看，几乎章章有题，没有突出的重

点。 2004 年的 10 道试题即如此，涉及 10 个不同的知识点（

分别是领土变更、国家责任、外国船舶刑事管辖、国际环境

、外空地位、外交保护、引渡及庇护、条约的冲突、国际法

院判决的执行、交战规则）。虽然这一特点给我们的复习带

来了一定的困难，但这里的“无重点可言”只是总体上无重

点，司法考试考测的知识点仍是国际法理论中的重点内容，

或者说是相应章节的重点知识，所以考试的重点和知识体系

的重点从总体上看还是对应的。 2. 无法可依。国际公法不同

于其他部门法，没有集中的法规需要识记。这就要求我们在

备考过程中要以学科体系和知识背景来构建国际法的知识网

络。正如 2005 年司考大纲强调的：掌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

基础知识和主要制度。 3. 关注时事性强的相关知识点。司法

考试所考查的知识点往往是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并且有现实

意义的内容，特别是那些与我国的国际法律实践联系密切的

知识点。 以 2004 年试题为例，第 29 题指向了“钓鱼岛问题

”，第 32 题考查了“国家责任”，第 31 题出自围绕“月球

法律地位”国外相关真实案例。另外，第 32 题涉及的“外交



保护”，第 68 题涉及的“进口洋垃圾”，第 89 题涉及的“

引渡及庇护”等都是近年在中国较热的话题，占到了全部 10 

道题目中的 6 题。 三、复习方法推荐 经过上面的总结，考生

在国际公法的复习中应厘清导向，即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

抓住有代表性的重点知识和有现实性的热点知识，进行考点

的归纳总结。 各章有代表性的重点知识通常比较固定，也反

映在历年考试试卷中，如关于国家的管辖权、国家主权豁免

、国家继承、国家的国际法律责任、海洋各区域的法律地位

、外层空间法、国籍、引渡、外交领事特权与豁免、条约法

等。 鉴于近年选题多出自较热的时政话题，在进行 2005 年司

法考试的备考时，必须适当补充此方面的背景素材，并与国

际法的相关理论知识相对应展开复习。因而近年来那些能够

引起理论检讨的现实事件和背后的知识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

视。 这里对今年应予以关注的热点问题归纳如下：二战 60 周

年纪念背后的战争罪行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反映出来

的安理会职权，特别是否决权问题；我国台湾问题链接的主

权问题；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及反分裂国家法讨论中的何

为国际法中的内政问题；中国和俄罗斯划界协议带来的边界

制度及其划定问题等。 第二部分 国际私法 一、国际私法三年

分值统计 二、命题特点和规律 1. 几乎全部出自法条。以 2004 

年司法考试为例，试题全部来自对于国际私法相关立法的考

查，而现今中国国私立法条文总数量不大，且可考部分非常

集中。 2. 重点稳定中有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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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