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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5_B9_B3_EF_c36_482758.htm 考生都希望在最短

的时间以最省力的方法复习好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所

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最基本的方法和规律。 怎么看书，

看什么书 关于看什么书，我的意见是，要通过司法考试，实

质上只需要看三个方面的书：第一是辅导用书，考试不能超

越大纲，而辅导用书严格依照大纲。大家注意选择国家出版

的司法考试辅导用书，一定要认准正规版本。第二是法律法

规，所有题目的依据是法律法规。如果法律法规中有不妥当

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内容都不能出现在考试试卷

上，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第三是司法解释。如果单纯从“

通过”角度考虑，这三种是重点，其他的书可读可不读。 关

于怎么读。我们在读辅导用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握难点。

特别要注意，没有重点，只有难点。如果要说重点，难点就

是重点。无论哪一个法律，司法考试的题目都要求有一定的

分布，即一定的涵盖面，一般是70%～80%。涵盖面越广，出

题的水平越高。如果我们去想哪些是重点，很容易出现偏差

。但这其中仍然有规律可把握，这就是要把握难点。把握难

点，复习就有了针对性。什么是难点呢？一、关于这个问题

的规定特别复杂；二、关于这个规定的情形既有一般又有例

外；三、关于这个规定既有法律法规又有司法解释。像这样

的问题就属于难点问题。 以民事诉讼法为例，在民事诉讼法

的管辖中，我举一个难点，就是合同案件的管辖。其中“难

点之难点”是购销合同，购销合同的管辖又区分了若干情形



：当事人在购销合同中约定履行地的，按照履行地，没有明

确合同履行地的，以交付地为准。正因为详细的规定很多，

例外的情形很多，就形成了一个难点。又如关于民事诉讼管

辖的“原告就被告”一般原则，理解起来并不困难，难点在

于例外情形，例外情形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四种，需要我们记

忆，此外还有几条补充条款，这些都使这个问题深化而成为

难点。比如，双方当事人被监禁、双方当事人是军人、双方

当事人均被吊销城市户口，应当由何地法院管辖？如果你能

总结出一个规律来，那就是“原告就被告”原则，仍应由被

注销户口的当事人的所在地来管辖。 再比如，当事人这部分

内容很重要，当中最重要的是当事人的确定，但难点在于第

三人的确定，尤其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中最难的是

哪一些情形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哪些不可以作为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大家注意，在复习当中，我们只要见

到一些情形的列举，这些情形就是出选择题的重要部分。选

择题就在这些情形当中。这个题是怎么出来的呢?如果这种情

形下有四种，那么抽掉一种情形，把不属于这种情形的一个

选项放入其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选题：“以下哪些情形

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反过来又可以作为一个单选

题：“下列哪些情形不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所以，我们在复习辅导用书的时候看到诸如“以下情形”这

类文字，大家务必要牢固记忆这些内容。如果哪一种情形你

没有记住或者记牢，那么你在考试当中只能靠“蒙”了。 在

整个民事诉讼法中，如果要列举难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

管辖是难点，管辖当中的合同案件的管辖是难点中的难点。 

当事人部分，当事人的确定－－哪些人可以作为被告、哪些



人可以作为原告，共同诉讼人以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这些都是难点。 我们的教材中把“诉”这一部分作为重点之

重来讲，但在司法考试中这一部分恰恰不是重点，这里我要

告诉大家一个规律－－实际上，司法考试是不考理论的。我

觉得这句话省了很多人的精力。考生不需要去关注理论，这

是我们司法考试的一个缺陷，目前还没有解决。因为如果要

考理论的话，应该以哪一种理论作为标准答案呢？这就有争

议了，司法考试规定：“凡有争议不能出题。”一旦在理论

部分出题，司法考试的难度将大大增加。因此，目前我们在

复习中无需关注“张说”、“王说 ”、“李说”，我们只需

要关注辅导用书上的观点，关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在证

据部分，举证责任又是一个难点。 另外，在仲裁部分，尽管

内容很多，但我们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仲

裁协议的效力，其他内容只要大致了解即可。仲裁协议的效

力问题是难点之难点。比如，在仲裁协议有效的情形之一要

求仲裁委员会的确定是具体的明确的，那么何谓具体明确呢

？如果当事人协议明确选择了两个以上仲裁委员会，算明确

吗？对此，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即使协议了两个以上的

仲裁机构，只要这些机构是明确具体的，那么选择其中任何

一个仲裁机构都是合法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难点。因为，一

般在我们复习中看见的问题是：“⋯⋯应当是明确具体的。

”但是，什么才是“明确具体的”呢？这就需要结合司法解

释来理解。 怎样看待和学习司法解释 首先，司法部司法考试

中心对司法解释是有限定的。在我们看来，司法解释很多，

但司法解释相互之间是有重叠的。因此，我们首先根据辅导

用书，然后再来复习司法解释。注意辅导用书一般情形下是



把司法解释吸收了，但未必全部吸收。司法解释包括个案的

批复、个案的解答和通知。还有一类就是规定，比如最高法

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往往关于这个

方面的规定会把关于这一方面以前的司法解释全部吸收，那

么以前的司法解释就不用看了。比如，最高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的证据规定》，这个“证据规定”会把以前最高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的证据方面的规定全部吸收，以前的规定就不用

看了。 第二，我们在复习司法解释的时候，主要比较司法解

释之间不同的部分，没有被涵盖的地方是我们重点需要把握

的。我们看到有的司法解释内容非常多，而实际上其核心或

者解答的问题只有一两句话，掌握这一两句话就可以了。比

如说，关于涉及证券欺诈的民事诉讼，这方面的司法解释涉

及到民事诉讼的实际上只有一条，就是这类诉讼不适用集团

诉讼。设计题的时候，很可能是：“以下哪些情形不适用代

表人诉讼？”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很可能答错。因为，证券

诉讼肯定是很多人参加的，为什么不适用代表人诉讼呢？这

正是司法解释难点。而考题出得难，就只能在这些方面下功

夫。我作为出题人的体会是，要把题出得难、又不偏，又合

乎理性、合乎法律，往往非常困难。在选择项中，有几项是

错误的，这个错误的选项也不能凭空想象，必须要合乎逻辑

。如果选择项完全不合乎逻辑，怎么能骗得住考生呢？因为

在一个题目中，有一个正确的选项必须有一个或者多个干扰

项。而干扰项往往通过仔细阅读司法解释才能够发现他们之

中的差异。 第三，我们要特别注意例外的情形。“例外”规

定为什么常常会出现在考题中呢？因为“一般情况”常常受

到我们关注，而“例外”恰恰不受关注。而“例外情形”又



规定得非常具体。所以这样的情形我们要特别注意，司法考

试辅导用书中的 “但是”内容应当特别注意，建议考生在复

习中用红笔将其标注出来，重点记忆。记住“但是”的内容

，正面的一般性规定就已经记住了。 第四，特别注意一些细

节，尤其是在解题的时候。去年司法考试中有这样一道题，

“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能提起管辖权

异议”。下面有四个选择，给出了两个“为什么不能提起”

的相近理由??“因为该当事人不是本案当事人”和“因为该

当事人不是本诉的当事人”。我们在做选择题的时候一定要

注意选项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是“本诉”和 “本案”。“

本案”可以包括几个诉，而“本诉”指的是“原告和被告之

间的诉”。第三人之诉和本诉之间是有差异的。而第三人不

是本诉的当事人，只是第三人之诉的当事人。而只有本诉的

当事人才能提出管辖权异议。 考试结束后，很多考生说这道

题是个错题。那么司法考试是否有错题呢？应该说所有的考

试都不能是百分百的正确。但是，你做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想

这个题是错的。 如何面对有疑问的题 个别题“有问题”是难

免的。 2004年民事诉讼法中一道题考“缺席判决”，给出的

条件是某一人在诉讼中中途退庭，然后就失踪了，这属于缺

席判决还是延期审理还是其他？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缺席判决

。但是，缺席判决的确定的条件是：无正当理由原告中途退

庭或者被告经过两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题目不能完全吻合

，此时应该选择最接近的。 题目可能存在问题的时候就要用

逐个排除的方法，看哪个答案比较接近，哪个答案最难排除

。 怎么做案例分析题 每一次考试中都离不开案例分析题，包

括选择题中出现的一些小案例。 做这种题，我建议考生们首



先要理清关系，只有理清关系之后才能进行分析，建议可以

先在其他的白纸上简单画出案例关系图。 实体法和程序法的

交叉部分 因为司法部在出题时特别强调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交

叉考察，因为只有交叉考察，才能够锻炼我们的综合运用能

力，而综合运用能力恰恰是我们要考察的地方。我们复习的

时候，复习程序法的时候要看看实体法是如何规定的，而在

遇到实体法规定的时候要看看相关的程序法。 我们以合同法

为例，合同法涉及到撤销诉讼和代位诉讼，代位诉讼这几年

都有题目出现，只是方式不同。比如，去年的题目，债权人

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债权人的债务人对债权债务本身提出

异议，而在审理中法院认为此异议能够成立时，应该如何处

理？几个选项：一、裁定驳回起诉；二、判决驳回起诉；三

、不予受理。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合同法当中涉及的诉讼

问题。而合同法司法解释中就有这么一条：“当债务人对债

权债务提出异议时，那么对债权人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 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三个关系，在合同法中规定了债权

人、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代位诉讼是债权人对次债务人提出

的诉讼，其中第三者就是债务人。债务人提出异议的规定需

要结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此处考核了两个问题：一、

区分判决和裁定的使用；二、区分驳回起诉和不予受理的使

用。 在证据中的举证责任部分也涉及到实体法内容，比如“

证据规定”这部分是最难的，而且每年都会考查到。第四条

规定了若干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情形。这些情形都和实

体法有关：什么叫做共同危险；为什么饲养动物这种情形需

要证明对方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为什么建筑物倒塌只

需要证明自己有过错不需要证明其他人有过错？我记得2003



年有一道题，说有一个花盆从楼上掉下来把一个人砸伤了，

问举证责任由谁来承担，很多考生都回答应该由花盆的所有

人或者管理人来承担。这恰恰是错的，因为被害人应当举证

加以证明他被砸伤与花盆掉下来有因果关系。为什么会出错

呢？因为考生没有弄清楚花盆掉下来的事实以及赔偿中的另

一个条件即主观过错应当由谁来证明。 可见凡是结合部分，

大家都要反复复习，出题的比率在50%以上。 出题的另一个

思路 有一些题目的表述往往是：“以下哪种观点/说法是正确

的？”这类试题实际是以法条的表述或者说是辅导用书的表

述为主，其中80%是以法条为主。基于此，法条是必须要背

的。 而如何背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不是每一条文都要背。

这就要结合辅导用书对每一条文的原理的表述来理解记忆。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复习时一边看着辅导用书，一边看着法

条，这样结合复习会加深对法条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你即

使不能完全记忆也会形成一种感觉，在考试答题中是非常重

要的。而你没有复习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形成这种感觉。这

跟我们打球需要反复练习是同一个道理。司法考试中每一道

题反应的时间只有一两分钟，因此如果我们熟悉并理解了题

目要考察的内容，我们就能快速地抓住题眼，从而顺利答题

。每一位出题老师在出题时都会考虑每一道题包含了几个考

点，比如一道题可能同时涉及管辖、裁判和诉三个考点，因

此只有在理解了条文及其精髓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充分的能

力把握试题。 另外，在做这类选择题时我还可以给大家介绍

一个技巧：如果你不确定正确答案，那么你就选择表述最长

、文字最多的选择项作为正确的说法。原因很简单，之所以

文字多就在于出题人为了表述准确，而把所有的条件和要求



都表述出来，最后选项自然就会很长。而短的表述往往显得

很肯定，却很可能不周延，出现错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

考生，如果没有经过艰苦的复习，单纯依赖此方法，最后还

是不能成功的。 总之，司法考试的复习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的，上述总结是我作为出题人和我原来参加各种考试的一些

体会和经验的总结。我要讲的就是这些，当然关于民诉部分

的系统复习，还是需要考生经过一些科学的辅导。因为不同

部分有不同的难点，而辅导老师能够帮助你把每一个难点解

释清楚，帮助你完整、牢固的记忆。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自己

的努力，顺利通过司法考试！ (本文系张卫平演讲稿，由中天

学校提供，孙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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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