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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研究生，本科也是在西南政法读的法学，2005年国

家司法考试，我以421分（110，105，104，102）的成绩通过

，现在又到了复习司法考试的时间，看到很多同仁在努力，

但是我也发现他们的一些复习方法和时间安排存在一定的问

题，而且很多人求过心切，容易上当受骗，现在将我的经验

和教训介绍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第一次在本论坛

发贴，希望大家指正。 一、我的司考复习过程 我从7月中旬

开始看书，至司法考试，用了两个月时间，我觉得对于有一

定法学基础的同学，两个月的时间是合适的。我的第一遍复

习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约一个月的时间，看了万国讲座系

列5本。第一遍的时候看的比较慢也比较细，其中的重点部分

，比如民法刑法，在通教材的时候，法条，真题也同时进行

，我觉得这样看比较有针对性，从一开始就重点突出。司法

考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庞杂，如果求全不如求精，

通看司法部指定教材辅以大量的习题必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得不偿失，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取得好成绩，必

须懂得“舍得”的涵义，放弃一些根本无法记全记住的东西

，抓住往届司法考试中反复出现的内容，会取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总之一句话，多而杂，不如少而精。只有在大分值部

门法，比如民法，才有通看法条的必要性。但就我个人来讲

，甚至连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法条我都没有看完。另外就是

在第一遍的时候务必不要忽视真题的重要性，我的步骤是先



看真题，后看教材（万国的5本讲座，以下同），再看一下相

对重要的法条，这样的次序可以使你在看教材的时候更具有

针对性，因为你已经了解了司法考试考查的范围，深度，和

切入问题的方式，在看教材的时候就会自然的注意到应该注

意的细节，也就是题眼，不会在一些无聊的地方浪费时间了

精力。我推荐那种分类的真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各部门法

的次序，我觉得是先民后刑，先实体后程序，先看分值大的

，后看分值小的，先看实务的后看理论。无论如何，民法是

应该首先看的，因为民法的一些基本概念，原则是其他部分

法的基础，且分值极重，故首先从民法切入是适当的。我的

顺序是民法－刑法－民诉－刑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三

国法－商法经济法－法理法史职业道德。总之，第一轮务必

求精求细，不可过快，民法的一些理论可以适当提前展开复

习，第一论用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的时间是合适的。 第二轮

的时候应该把教材抛开，当成字典来用。以重点法条为主，

以真题为辅，总的感觉是，重点法条的内容多于教材，但条

理性差，我反对通读法条的做法，因为司法部教材的配套法

条内容虽然全面，但是我国立法状况趋势各部门法之间，新

法和旧法之间，法条和司法解释之间存在大量的矛盾，通看

法条必定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比较其中的细微差别，

而直接看重点法条，虽然内容较司法部法条要少的多，但是

却是利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我

看的重点法条是人民法院版的万国学校出的重点法条，感觉

不错。但是有的地方内容偏少，需要结合司法部法条来看，

主要是分值集中的部分。重点法条的一些对法条的解析比较

精彩，有助于正确理解法律语言。在第二轮的时候，要达到



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层次才能算合适呢？我个人以为，如

果说第一轮主要是了解法律的内容，框架，体系，原则的话

，第二轮则要求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法律的规定，理解法律如

何平衡争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诉求，看清法律规定背后的利

益（比如担保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国有银行的利益，看法

条的时候一定要分清银行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案例

去理解。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将自己想象成一方当事人的律师

，虚拟一个简单的案例。另外，我个人的感觉是，司法考试

的书虽然多，但却是越看越少，越看越快的，第一轮可能需

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第二轮可能只需要半个月的时间，第三

轮你可能只需要一个星期就能搞定。为什么呢？我是这么做

的，因为我们大多数是法学本科或者有法学背景的，我们已

经有一些法学知识，在第一轮的时候看教材不能死心眼，下

死功夫，要合理利用自身的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在看新内容

的时候，先尝试着用自己的法律逻辑去推理，看自己是否能

推导出与法条相符合的结果，推导正确的，不用多看，推导

错误的，就是应该反复看的部分，还要检讨自己的推理方式

看错误出在什么地方，比如遗漏条件，过于重视那些利益⋯

⋯这样做开始可能花费较多的时间，但是在复习的后半阶段

，其功效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师兄教我的，师兄当年用两各

月考了400多，而且以前是没有法律基础的。接下来是第三轮

，现在剩下的时间也就十天半个月，但是不要慌，按照自己

的计划慢慢来。第三轮还是重点法条与真题并重，第三轮要

求的是融会贯通，至少在重点内容部分是如此。第三轮还要

注意新增考点的复习。第三轮复习的重点是分值大的，新增

考点，以及容易拿分见效快的部分，比如国际私法只需要掌



握很少的法条和理论知识，就可以全部国际私法部分的分数

。在这个阶段，骨干部门法的水平基本定型，提升空间不大

，相比之下，像程序法这种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的部分

应该成为侧重点，易混，易忘的知识点在这一阶段最好过一

遍，保证在司法考试的考场上能记清楚。像法理，法史，司

法文书这些内容放到最后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些内容即使

你先前背的纯熟现在也会忘的一干二净。 离考试只有三五天

的时候，我觉得最好不要看新内容了，而是看真题！在考前

看真题是我的习惯，这样可以了解出题人的思路，保持良好

的应试状态，在考场上不会出现偏差（尤其是多项选择题）

。 二、真题的重要性 看过以上内容你会发现，我始终都在看

真题，如何利用真题呢？看真题应该达到何种效果呢？我个

人以为真题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内容层面的，司法考试

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者恒重，有些内容是反复从不同角度考察

的。万国的教材，重点法条的知识点其实都是根据历年真题

设计的，所以说，看万国的教材和重点法条还有真题，实际

上是在看一种东西－－真题！！！传说中有的没有法学背景

的人只看真题就可以通过司法考试，可见真题的重要性。我

也有切身体会，我在司法考试结束之后，最强烈的感觉就是

真题看的太少了，虽然真题被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三遍。考完

我还有一个想法，如果这次过不了的话，明年我一定把真题

看4遍。真题内容层面的意义仅限于第一轮复习，其后我们要

注意真题的技术层面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地方，

司法考试及其前身律考已经传承多年，它有自己的传统和特

点。考试也是一种技术。司法考试的前三卷都是选择题，这

就告诉我们，有的地方不需要背诵，你要做的只是理解，并



能把正确的答案勾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注意真题的提问方式

和选择的尺度，注意题目中常见的陷阱。司法考试中的提问

不是正确和错误那么简单，至于提问中绕几个弱智的小弯，

只要你在看最后的几个选项的时候还记得那个弱智的小弯，

不被出题的人绕晕了就行。这需要考试的时候注意力高度集

中。还有一些提问方式大家也要注意，比如刑法中经常会问

某某行为符合何种罪名，某某行为应定何种罪名（大致如此

）如果是多选题，第一种提问方式就要把能构成的罪名全选

了，但问你应定何罪，你就要考虑一罪与数罪的问题，考虑

诸如想象竞合法条竞合法定一罪牵连犯⋯⋯这就是陷阱，稍

不留神就中招，自己中招还不知道，死的比猪难看。最后一

个方面是要多次看大量的真题才能体会的境界，这时候你已

经熟悉出题者的思路，一眼能看出出题者考察的内容，再进

一步，你甚至能体会到出题者如何设计干扰选项，干扰选项

的特征和位置。如果能再提升一个层次，那就有点搞笑了，

比如说，真题的答案有的是错的，司法部公布的答案中也有

错误，我做完来真题之后仔细推敲也觉得是错的，但是我在

做题的时候却能选出和司法部公布的答案相同的答案，天可

怜见！！！ 三、各部门法复习纲要 （一）民法（通则，担保

，合同，婚姻家庭，知识产权） 民法虽然说有一定的理论性

，但是我个人觉得凭借本科时候的民法理论功底完全可以应

付，民法通则的东西比较简单，担保法是一道坎，刚开始看

很容易看不走，但是担保法的分值不多，看个大概就可以，

没有必要在哪里较真。而且我觉得担保法的题目也没有传说

中的那么难，即使有几分的难题那也是大家都不会做的。合

同法非常重要，本人强烈建议把合同法法条司法解释通看一



遍。婚姻家庭继承法看书很简单，但做题难，最好从实战角

度看书，容易出题的就是那几块，什么共同财产啦，转继承

啦⋯⋯啃清楚就过去了，知识产权法看书难做题却不难，记

住法条就好了。也没啥大不了的理论。总之，得民法者得天

下，民法内容虽多，但却可以一条线看到尾，体系很好。民

法部分是比较好拿分的，我的一个同学跟我说民法务必拿

到110。否则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涛哥。 （二）刑法 刑

法总论最好看的细一点，出题的地方多，也是分论的基础，

一定要吃透，吃不透总论就不要急着看分论。分论的常见的

罪名的司法解释，易混淆的罪名的司法解释也要好好看。刑

法中最烦人的是罪数问题，最好结合总论分论来看。总之，

刑法的分数很好拿，我做04年的真题的感觉就是，第二卷行

政法拿不到几分，但是刑法和刑诉却可以拿到80％以上的分

数，05年考试我的感觉也是如此。 （三）诉讼法 三大诉讼法

可是比较容易拿分的地方，尤其是民诉和刑诉，很多题都是

送分的，不拿过来可惜了。诉讼法理论我觉得没什么深度，

主要是看法条，如果说，民法刑法初期以教材为主，那么诉

讼法从一开始就应该以法条为主。在复习诉讼法的时候，可

以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案件的律师，从头到尾把诉讼过程过

一遍，这样可以增强看书的系统性，因为诉讼法的知识点实

在是太杂了。很多人认为诉讼法的一个难点是期间，我不这

么认为，我觉得只记住一些最重要最常出现的期间和一些计

算规则就可以，没有必要大范围的记忆三大诉讼法中的所有

期间。这也是从效率角度考虑的，因为时间精力毕竟有限，

而且各个诉讼法，不同级别和不同的审理方式中的期间都不

同，这些知识点极易混淆，司法考试对期间考查的分数并不



多，适当的放弃我觉得是明智的选择。 （四）行政法 我一点

办法也没有。 我推荐中法网的法条串讲，其中对于立法法部

分的讲述很精彩，我估计就是那块的分我得了点。 （五）商

法、经济法 商法的大头是公司法，分数很重，常有案例出现

，今年又有新公司法，是复习的重点，自不必多说。其他部

分内容比较琐碎，虽然总分值不少，但是平均起来一个长长

的法律就考一两分，但是这种考察一般比较简单，直接考法

条的题都有，这样的分数丢了可惜，在复习的时候只要注意

到了这些知识点，分数基本就拿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不

宜放弃，但是也不宜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六）三国法 

三国法也是容易拿分的地方，尤其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部分

，基本上就是送分。很多人以为三国法部分万国教材上的内

容太少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已经够了，看的太多太深没啥意

思。比如国际私法部分，大约只有几个理论性的知识点，还

有一点法条，看了就基本上可以把这部分的分拿全。国际经

济法部分我基本上是没看的，总共也就看了两天时间，因为

这部分我本科时候的底子好一些，应付司法考试有余。大家

自己想办法吧。 （七）法理法史法律职业道德 法理法史我是

放到最后看的，其实我在复习前有一阵子心血来潮，就看了

一下法理学，但是到了后来，全忘干净了，所以还不如拿到

最后看。法理这东西，考的怪，下了功夫也不一定能拿到分

。法史要简单得多，都是考研过来的人，扫一遍教材就可以

把以前记过N遍的东西回忆起来。法律职业道德简单的要死

，就不说了吧，免得侮辱大家的智商。 四、建议复习时间安

排 司法考试我觉得2个月时间就够了，这也是我的师兄们的

多年的经验，他们也都是用两个月拿400多的人。完全没有必



要整的压力太大，司法考试虽然总体的通过率不高，但是对

于研究生来说还是不低的。只要认真看上2个月书，顺利通过

应该没问题。一天能有7－8个小时完全用在看书上也就够了

。关键是效率。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

分钟的全神贯注。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够集

中力。看书的时候不妨在桌前摆一块手表，如果你能半小时

以上完全没有注意到手表的存在，那说明你的注意力已经够

集中了。如果对看书产生了厌倦情绪的时候就要出去走一下

，或者休息一两天，下次看书的效果会更好。还有一个提高

效率的办法就是理解。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课程比较容易

记得。但理解其实并不是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强

记理论不仅是很难记得准确：当做题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

济于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义，你会突然觉得你的

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

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愈深

愈准确，记忆就愈清楚，而做题时应用起来就愈能得心应手

。 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时间的分配。我觉得这需要一点经

济学的头脑。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稀缺的

资源，而司法考试的分数就相当于产出，不同的部门法相当

于社会的不同行业，要想取得收益的最大化，就需要优化配

置资源（时间精力），具体的分配完全凭个人的感觉、个人

对自己的真实水平和司法考试考察模式的把握。不能一概而

言。大约注意一下你追加投入到每一部门法的一个小时的预

期边际收益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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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