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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D_95_E5_AD_A6_E4_c36_482390.htm 学习法条有两大问

题需要解决，首先是要看哪些法条，其次是怎么看。 第一大

问题：看哪些法条 一、看书为主和看法条为主的部门法区分 

总的来说看书和看法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书就是对法

条的全面阐释，但是两者毕竟有些区别，书上的内容较为全

面细致，法条较为简洁；书上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法条里并没

体现。因为这些区别，我们的复习过程就存在一个以哪一个

为侧重点的问题，我的看法是： 1. 卷一 法理学属于理论法学

，主要应以看教材为主，其中涉及立法法的内容，可以看法

条。法理部分的考查一直比较难，有些题目出的根本就不是

书上的内容，对于非法本考生来说，这一部分难度更高，而

且它还是你花费功夫也不见得能立竿见影的，平时法律素养

的积累与沉淀较为重要。所以不宜与之恋战，看过几遍书，

遇到不会的题也别纠缠不清耽误时间。 法制史没有法条，只

能看书，这部分内容少，出题简单，考生朋友一定得尽量拿

到这些分。 宪法以看书为主，但国家机构部分看法条更为清

晰。宪法部分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一是各国家机构的职能区分

，特别是人大，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主席之间。二是

四次修宪的区别。三是选举制度。宪法部分考得不难。 “三

国”法需看书。这部分的法条庞杂且晦涩难懂，而且考查的

知识点很少直接出自法条，而更多的表现为直接考查书中的

某一段内容。复习“三国”法时，看教材比看法条的效果更

显著。国际公法最为简单，国际私法要注意民诉最后一块涉

外部分，而国际经济法较难。术语通则需要强记，把每一组



的术语区别开，注意买卖双方义务的区别和风险转移，以及

信用证的流程。 经济法考点细而法条多，但没什么理论问题

，看法条足够应付考试。 法律职业道德部分考查简单且细致

，应以看法条为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律师法实施状况

的检查是今年的一个重点问题，所以大家在复习中应当注意

。 2. 卷二 刑法应当看书与看法条并重， 2004 年卷二刑法与行

政法相对其他科目来说考查得更难一些。直接来源于法条原

文的题目较少，往往都需要深思才能确定正确选项，还有些

内容颇有些理论深度（如 2004 年卷二第 15 题）。 刑事诉讼

法应以看法条及司法解释为主，诉讼法理论少，考点简单而

细致，看法条的效果胜于看书。 行政法没有统一的法典，所

以应以看书为主，结合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政府采购

法等单行法律。 3. 卷三 民法考查的民法通则及解释、合同法

理论问题较多，有许多题目并不是直接出自法条字面，而是

出自隐藏其后的理论，所以必须将看书与看法条相结合才行

。 商法部分以看法条为主。 二、必须细看的司法解释 三大诉

讼法的司法解释必须细看，刑事诉讼法的“六机关规定”、

“最高院解释”较重要，而“最高检解释”则过于专门且繁

琐，很少出题，考生复习时间不够的话可以不看。刑法关于

盗窃、抢劫、交通肇事的解释，合同法解释、担保法解释都

非常重要，简直是字字珠玑，需反复多遍地看。看司法解释

的时候须与法典的相关内容对照起来，否则缺乏系统性思维

。 三、新增法律法规的地位 每年新增法律法规是司法考试必

定要出题考查的知识，而且新增法规的出题往往呈表面化，

难度偏低。例如 2004 年的新增法律法规有宪法第四修正案、

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婚姻法解释二等，试题中大量考查了这些

内容。今年新增法律法规有反分裂国家法、人大代表法、刑

法修正案五、人大常委会关于人民陪审员及司法鉴定的决定

、最高院关于民商经济及刑法方面的几个司法解释等。 第二

大问题：怎么看法条 一、什么时间看 对没有法律基础的人而

言，应在看书打好基础后再看法条，基础较好的在校研究生

或刚毕业的法本则可以直接看法条。一般的顺序是，先将教

材整体看一遍以对内容有系统把握，然后再看法条，看完这

一遍书和法条之后作做一套历年真题或模拟题，通过做题查

漏补缺，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法条，越是临近考试阶段越应该

看法条。 二、亲力亲为，动手动脑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名师的

课堂笔记和面授课程，名师的指点往往会让我们有醍醐灌顶

、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不能放弃

主观能动性，名师的总结虽然很全面细致，但毕竟和自己亲

自动手去思考之后再把它总结出来，还是不一样。我们既要

珍惜名师交给我们的知识、思路、学习方法，同时更要自己

去用心学用心做，才能接近成功。而且在看法条的过程中，

一定不要光是用眼睛看，还有善于用脑用手去勾画总结。 三

、少背多看 司法考试前三卷都是选择题，也就是说我们只要

能从中挑出正确选项即可，而没有必要把这些选项的内容背

下来，所以要多看书，带着思考看书，知道每一考点所在位

置和内容即可。第四卷虽需自己写，但也不要求与法条一字

不差，而且论述题也无从背起，言之成理即可得分，没有什

么标准答案，并非背书可以解决。 四、看法条时一定要划上

重点 有的人爱惜书，看过书后书还是非常洁净一笔不划，我

不赞成这样。一部法规内容上都具有整体性，所以写得比较



全面，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遍都全看，那纯粹是浪费时间，

只能挑重点看，而且每看一遍重点就应该越明确，要做到这

点就需要在看书时将重点划上线，以后再看书就看自己划过

的地方，那样书就会越看越薄，看书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 

另外，还有人曾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只看分数较多的法规

就行了，只考几分的法规如税法、行政监察法、审计法等小

法完全可以放弃。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我们确实需要突

出重点，对于刑法、刑诉、民法、民诉、行政法、行政诉讼

法等应多花功夫，但是对于分数少的法规也绝不能轻言放弃

。一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各个小法加起来总数并不少，

另一方面这些法规考查得都比较简单，白白放弃，实在可惜

。那些重点法律确实考查得多，比如刑法，你明明知道会考

未遂既遂，或明知会考一罪数罪，可能答题时仍然不会。所

以我们在复习时，要在重点法律上多下功夫不错，同时也要

关注非重点法律的重点部分。 五、看法条一定要细致 不然很

容易出现法条看过好几遍，考试时却只知道个大概的情形。

例如《刑法》第 128 条第二、三款规定的非法出租出借枪支

罪中，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比如公安民警）只要非法出租

出借枪支的就构成此罪，而依法配置枪支的（如护林员），

非法出租出借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构成此罪，如果不注意区分

，做题时就很可能做错。 六、善于总结、综合、对比 法条的

特色在于简练具体，就某个问题可能会涉及一部法律中的不

同法条，甚至于会涉及不同法律的条文，所以在学习法条的

过程中格外需要我们自己总结、综合、对比。 比如刑法中的

一罪与数罪问题，属于出题重点，但也非常容易混淆，总结

出来就容易分清了。又如受贿又徇私枉法或民事行政枉法裁



判罪的，从一重处，而受贿又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罪，数罪

并罚。暴力阻碍缉私是妨害公务罪和走私罪并罚，而暴力阻

碍缉毒或组织运输偷越国边境又暴力阻碍执行公务的则是从

一重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需要我们在看书过程中细

心总结。 七、有些只看条文的字面意思就可以，而有些还要

理解条文背后的理论问题 司法考试试题总的特点是考查点细

致但不难，三分之一的题看熟法条即可，三分之一的题要理

解法条并做好归纳总结，还有一部分则需要理解条文背后的

理论。例如刑法部分主观方面、停止阶段、共同犯罪等内容

的条文都非常简练，但是在考试中反复出现这部分的题目，

而且我们还会答错，就是因为这些条文背后有理论，不深入

理解而只看条文本身是不行的。 八、看法条可能会经历几个

不同的层次 借助一段佛家的禅语，大概可以表达出其中的意

境。第一层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层是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第三层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第一层的

含义是说，刚开始看法条的时候，从前到后依次看下去，看

的仅仅是这个条文本身；第二层是说你通过自己的思考总结

对比，将这个法条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了解，你再看这

个法条所看的就不会仅仅是这个孤立的条文了，而是还看到

其他法条，甚至其他法规或司法解释里面所涉及的这一块有

关的内容，法条上并没有用明线将这些相关的部分串起来，

但是就如同月下老人牵的红线，或者就如同人与人之间千丝

万缕的社会关系一样，实际上这些线是存在的；第三层是说

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法规，对于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都理解了，

看到那个法条就等于看了这一块的所有内容，答题时就不会

有遗漏。大家不妨体会一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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