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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_BC_90_EF_BC_90_EF_c36_482666.htm 第一部分 民事诉讼

法 （郑其斌） 就民事诉讼法而言，２００４年的司法考试在

试卷结构上基本无变化，但是如果从微观的考点分布上来看

，可以概括为：宏观上体现重点，微观上回避热点。这也许

是司法部每年都要进行的司法考试改革的又一个新举措。 ２

００４年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占到７０分的总分

分值，基本维持了该法在往年司法考试中的地位。 其中占４

分以上的制度包括：管辖（５）；参加人（６）；证据（９

）；先予执行（４）；一审普通程序（１１）；简易程序（

４）；执行（１１）；仲裁（８）；涉及到的小考点在４５

个左右；涉及到的法律文件有：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一）、仲裁法。从所列举的制度和法律文件方

面看来，本次司法考试仍然是在集中若干重点制度和重点的

法律文件，一些细节的法律文件都不再考查。但是这只是宏

观层面的视角，如果微观查看在每个重点制度下的具体考点

，又会发现在考查永恒重点的同时，开始关注那些较偏的考

点，而且分值分布上不尽合乎正常的思维。例如在诉讼参加

人部分，这个制度包括当事人和代理人两个部分，是个考试

重点，其中当事人是个更为重要的制度，而且内容很多；代



理人部分的内容较少。但是在２００４年司法考试，诉讼参

加人考到６分，其中代理人部分有３道试题（４分），当事

人却只有１道不定项选择题（２分）。再如，执行部分考到

１１分，仅代位申请执行就用４道不定项选择题细致入微地

进行考查，占去了８分。所以总体上讲，２００４年司法考

试中民诉部分的试题几乎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是就重要

考点与非重要考点的分布，大约有一半的试题是常规命题，

考查了重点制度下的重要考点，而有另一半的试题则似乎有

意回避了一些重要考点，而涉及了一些非重点。与民事诉讼

法不同，仲裁法倒是非常正统，考查的仍然是传统的重点。 

从试题本身的难度来看，基本与往年持平。简单而且单一性

地考查法条的试题仍然不在少数，共有２３分（选择题１２

分，案例分析题１１分）；仍存在与往年的试题简单重复的

考题（第３７题、第４７题）；但难题较往年的难度似乎有

所增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道试题中体系性考

查若干法条的规定（如第４２题），一是增强试题的理论性

和选项的混淆性（如第４５题），尤其是前者在多选题中较

多地体现。另外，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考查的试题仍然存在

（如第３９题、第８３题），这也是以后司法考试会坚持采

用的方式。 第二部分 三国法 (段庆喜) 一、命题在整体保持稳

定 （一）具体考点分布。 １．国际公法 （１）单选题：领土

主权和领土的取得方式、国家的国际法律责任、外空的法律

地位（月球）、外交保护、条约的冲突、国际法院判决的执

行； （２）多选题：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沿海国在本国港

口的管辖权； （３）任选题：引渡与庇护、战争法的适用。 

２．国际私法 （１）单选题：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涉



外婚姻关系的法律适用、民用航空器物权的法律适用、共同

海损理算的法律适用、涉外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涉外无人

继承的法律适用； （２）多选题：区际法律冲突与准据法的

确定、船舶物权的法律适用、国际司法协助的程序； （３）

任选题：双重国籍人国籍的确定（我国的规定）、侵权损害

赔偿的法律适用。 ３．国际经济法 （１）单选题：国际货物

买卖中的货损责任分担（买方卖方间的风险转移、承运人的

免责、贸易术语）、外贸法的修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协议》、ＷＴＯ的争端解决机制、平安险的承保范围、《

伯尔尼公约》的主要原则； （２）多选题：《国际货物买卖

合同公约》（ＣＩＳＧ）的要约承诺规则、外贸法的修改、

《海牙规则》下承运人的最低义务和免责事项、托收的种类

和银行的免责、多边投资担保机构（ＭＩＧＡ）和解决国家

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的国际中心（ＩＣＳＩＤ）； （３）

任选题：反倾销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国际货物买卖中的货损

责任分担（买卖双方的主要义务、贸易术语、风险转移、海

运承运人的最低义务和免责事项）、ＷＴＯ争端的类型。 以

上三点表明，无论是分值的分布、在整个考试中所占比重，

还是重要考点的分布上，三国法都是保持了基本稳定。 二、

命题重心悄然转移 尽管今年的司法考试仍然强调稳定，但在

保持稳定的同时，今年三国法的命题重心已经开始悄然发生

变化。如国际公法今年的考点分布虽然继承了过去两届司法

考试的特点，仍具有较强的分散性，但命题重心已有了明显

转移。过去常考甚至是年年必考的一些知识点，今年都被命

题者“打入冷宫”，如海洋法一章中的领海、无害通过、大

陆架、公海，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而一些近



几年未曾考过的考点和角度在这次命题中备受青睐，如领土

的取得方式，外交保护，条约的更新与冲突，国际法院判决

的执行保障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国际环境法是近几年的

律考和司法考试从来没考过的，今年考了一个危险废物的越

境转移问题。而国际经济法部分，一些历年“重点考查对象

”，今年都受到“冷遇”，如《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

适用、贸易术语等今年或者不考或者简单涉及。国际私法以

往律考和司考都是总论分论各占将近半壁江山，程序制度（

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民事诉讼）略作陪衬，但今年国际私法

总共考了１１道题，共１６分，其中仅分论就占了７道题，

共９分；总论部分只出了两道题，占了４分；程序部分考了

两道题，占了４分。总论部分的识别、反致、外国法查明、

法律规避、冲突规范等“贵族考点”今年竟无一“入围”，

总论的地位有了明显下降。 三、部分题命题角度比较“刁” 

以国际经济法为例，今年国际经济法部分的试题虽然表面上

看考查重点似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仍然以国际贸易法为主

，但个别试题考查角度可谓“刁钻”。典型的如卷一第４２

题，考生在复习法条时如果对新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九项

中的“限制进口”几个字未予重视，这道题十有八九会丢分

。再如第４３题，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ＴＲ

ＩＭｓ协议）的考查角度是放在与“何种贸易”有关的投资

措施，这恐怕也是考生难以料到的角度。而第４４题的考试

角度虽然不难，但因为辅导教材上对此问题没有任何涉及，

而这种知识点又是法条上所没有的，略有超纲之嫌。 除了上

述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外，国际法今年的试题对考生知识点

把握的精确度和全面性要求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在国际



经济法中比较明显，如第４１题，如果考生对《海牙规则》

中承运人的１７项免责事项不能全面把握，或只有大概印象

，这道题承运人到底能否免责就会产生疑问。再如第４２题

，如果复习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时，对第九项中到底是“需

要限制进口”还是“需要禁止进口”在记忆上稍有不清，考

试时就会在ＡＣ两项间举棋不定。再如国际公法的第６８题

，复习时如果对教材上列的５项规则有一项没完全掌握，这

道题就会失分。类似的还有第６９题、第７７题。 总之，今

年国际法的试题与往年相比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有了不小变

化，也对考生备考复习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部分 刑法 (黄

晓亮) 刑法学的试题有８５分，占到了总体的１４．２％，比

２００３年４９分１２．２５％上升了２个百分点，逐渐处

于分量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刑法学的学科地位保持一致。就

总分则命题的分值看，以总则知识点为考查内容的试题共有

１６题，分值为２１分，其中单项选择题１１分，多项选择

题４分，不定项选择题６分。以分则罪名认定为考查内容的

试题共计２４题，分值为３９分，其中单项选择题９分，多

项选择题１８分，不定项选择题１２分。而以总分则结合作

为考查知识点的案例分析题则是２５分。（本文所述题目均

为卷二相应试题） 就总则的命题来看，命题涉及的知识点主

要有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的空间效力、未成年人刑事责任、

罪过、犯罪停止形态、罪数、正当防卫、告诉才处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刑罚裁量、累犯、假释，几

乎刑法总则的每章都涉及到了，考点非常分散。但是，其中

也有集中的部分，如犯罪主观要件（罪过），共有４分，分

别是单项选择题的第１２、１５题和不定项选择题的第８７



题；还有犯罪停止形态，共２分，分别是单项选择题的第２

、４题，从而表明了这些知识点在刑法中本应有的重要地位

。 就刑法分则的命题来看，考查知识点部分分散、部分集中

的特点更为明显。例如，第１０题涉及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

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高利转贷罪，提供虚假证明文

件罪；第８６题则涉及了保险诈骗罪、未成年人刑事责任、

贿赂犯罪共犯、渎职罪和受贿罪的牵连关系等。其他则涉及

了非法拘禁罪、交通肇事罪、诈骗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

、拐卖儿童罪、战时自伤罪等。这些题目占分则试题中的１

５分。从集中的角度看，刑法分则试题偏重考查破坏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罪（９分）、盗窃罪（６分）、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罪（７分）。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方面侧

重于侵犯商业秘密罪、扰乱市场秩序罪、假币犯罪、走私武

器弹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方面侧重于淫秽物品犯罪、

强迫卖淫犯罪、妨害司法罪；盗窃罪则侧重于与其他犯罪的

区分问题。这样的题目占到了分则试题中的２２分。传统性

的犯罪如侵犯人身犯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公共安全犯

罪出题都很少。这些情况表明司法考试命题的一个转向：从

传统性犯罪类型向涉及传统理论的新型犯罪转变，值得特别

注意。 从试题本身的难度看，２００４年司法考试刑法试题

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命题逐渐偏重于考查考生对刑法规定，

特别是刑法分则规定根据一定理论的总结能力。如第１０题

，涉及４个完全不同的罪名，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考查

考生对这个四个犯罪构成要件和犯罪认定的把握。就盗窃罪

的考查来看，命题侧重于对盗窃罪和其他犯罪（如侵占罪、

诈骗罪、抢劫罪）的区别，这也需要考生能够准确把握它们



之间在构成特征上的不同。但其共同特征都是将不同的刑法

分则条文归纳在一起。这就提醒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必须重

视自己归纳和区分能力的提升。 另外，从试题难度上看，需

要指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试题涉及理论上不同的观点争

议。按照通说和按照司法部司法考试中心聘请专家的不同观

点做题，就有不同的答案，而标准答案中不少是按照该专家

的观点命题的。如第８８题，需要参考张明楷所著《刑法学

（第二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８４－７８

５页）的论述，才能够取得与标准答案一样的答案。当然，

这样的题目还是有限的。 总而言之，２００４年司法考试刑

法部分命题在刑法总则方面的考查知识点非常分散，而在刑

法分则方面的考查知识点相对集中，试题的难度适中，个别

题目还有缺漏。 第四部分 刑事诉讼法 (房保国) ２００４年全

国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部分共计考查分数为６２分，其中单

项选择题１８分，多项选择题１０道共２０分，任意项选择

题６道共１２分，试卷四主观卷部分出了一道案例分析题１

２分。从总体上看，今年的刑诉部分考查的比较简单，难度

不大，并且每道题的答案明确，没有多大的争议。 在考题的

形式上，刑事诉讼法的题目绝大多数都是法条型题，也就是

直接考查法条的。这其中９９％的题目又都是直接考查刑事

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解释）这两部法律

和司法解释的，今年考题中直接涉及的条文有刑事诉讼法第

十五、二十四、三十四、四十七、五十一、八十、一百零九

、一百一十、一百二十一、一百四十四、一百八十二、一百

八十九和一百九十一条，刑诉解释第３３、８４、８５、８



８、１１７、１５７、１６５、１６６、１７８、１８８、

１９３、２５７和３５６条等，因此我们在平时复习刑诉法

时，要以刑事诉讼法和刑诉解释为基本依据。 在内容上考查

，今年刑诉法考查的知识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今年

的考试重点集中于以下４个章节：（１）辩护制度；（２）

侦查程序；（３）一审程序；（４）二审程序。尤其是辩护

制度、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这三章考试的分值共计３５分

，占了刑诉试卷的一半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抓住重点，重

视这一部分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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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