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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482965.htm 在过去两年的司法考试当中，

刑事诉讼法在第二卷选择题部分分值均为50分，第四卷案例

分析题分别为12分和25分，2005年的总分值有所上升。从命

题内容来看，司法考试在注重对重点法条本身内容的记忆与

运用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加对诉讼理论的考查，表现在法条

理解型的题目有所增加，部分题目还必须借助一定的理论基

础。 刑事诉讼法这一部门法所涉及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刑

事诉讼法》、六机关《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其中90%以上的题目都可在刑事诉

讼法典和高法解释中找到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学习通常不会

发生理解上的困难，一般来说，只要熟练掌握几个规范性文

件中的重点法条和主要考点，在这一部门法上拿到高分是完

全可能的。 从历届考题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法条往往是重

点法条：一是涉及刑事诉讼法基本问题的一些法条，比如刑

事诉讼法第12条；二是与诉讼法理存在一定冲突的法条，比

如高检规则第262条和263条，在理论上被称为“程序倒流”

；三是具有明显的价值含量或价值取向的法条，比如关于犯

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而纯粹的手续性的规定

，比如关于送达程序的规定等，考的几率微乎其微；四是新

近颁布的法条或者是新近发生变化的法条，一般是最新的司

法解释规定的法条。近两年颁布的比较重要的司法解释主要

有高法等机关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和高



法《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五是内容复杂，涉及考点较多的法条，特别是与刑事

诉讼法前后知识点相互连接的法条，比如刑事诉讼法第15条

的规定。此外，由于刑事诉讼法部分的考点重复率较高，因

此，以往考题中考察过的法条也是重点法条。 上述标准对于

那些对刑事诉讼法法条内容尚不熟悉的考生而言还欠缺可操

作性，为此，以下将结合考试大纲和历年考试规律，就今年

可能的考点及考法与各位考生一起交流： 从宏观上看，2006

年的命题形式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变化，在考察内容上，主要

分值将集中在以下六个主要考区：(1)辩护制度；(2)强制措施

；(3)证据制度；(4)侦查程序；(5)一审程序；(6)二审程序。

这六个考区将占到80%左右的考分。 从微观上看，以下考试

内容值得特别关注： (1)新增考点中，重点注意五个考点：各

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的基本内容

；西方国家证明标准比较；超期羁押；公开审判原则的基本

要求；辩论原则。这些将是考察的热点。 (2)基本原则：具有

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特别是不同诉讼阶段的处

理方式。 (3)管辖：公安机关与检察院在立案管辖中的交叉案

件，尤其是涉税案件与贿赂犯罪；移送管辖，尤其是《高院

解释》第4条的内容；财产犯罪中的共同管辖；漏罪和新罪的

管辖。 (4)回避：不得复议的回避；回避人员所作出的诉讼行

为与获得证据的法律效力；职务调动后的回避。 (5)辩护与代

理：指定辩护的情形；拒绝辩护，包括当事人当庭拒绝与重

新开庭后的再次拒绝以及律师拒绝辩护；法律援助中的法律

责任，包括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律师事务所、律师

的责任；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尤其是会见权、阅卷权、调



查取证权行使的条件和具体内容；律师辩护人与非律师辩护

人在诉讼权利上的差异；辩护人与提供法律帮助的人的区别

。 (5)证据：证据种类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据四种

分类的综合运用；证明对象与免证事实。 (6)强制措施：强制

措施的变更程序；强制措施中的救济；逮捕的条件、主体与

逮捕后的讯问；拘留的执行权；取保候审期间与监视居住期

间义务的区别；保证人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民事责任。 (7)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 (8)期间：期

间重新计算的情形之比较。 (9)立案：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不立

案的监督。 (10)侦查：讯问程序；勘验、检查程序；鉴定及

其期间；侦查羁押期限。 (11)提起公诉：三种不起诉之比较

，尤其是酌定不起诉与法定不起诉的差异；酌定不起诉时，

被害人、被不起诉人、公安机关的救济程序；重复起诉问题

。 (12)审判概述：直接言词原则与集中审理原则；人民陪审

员制；审判委员会的职权；审判长的选任。 (13)一审程序：

刑诉法第150条“主要证据”的范围；证人不出庭的情形；检

察院的重新起诉；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延期审理与中止审

理；撤诉；法院改变罪名等问题。 (14)自诉：被害人有证据

证明轻微伤害的刑事案件的公诉、自诉可选择性；公诉转自

诉案件的特殊性；一事不再理；诉的合并；自诉中的调解与

和解。 (15)简易程序：简易与普通程序的转换；简易程序的

审限。 (16)二审程序：上诉不加刑原则与全面审查原则；抗

诉与上诉在主体及形式上的差别；二审中的撤诉；审理方式

；二审中的附带民事诉讼。 (17)死刑复核程序：最高法院与

高级法院的死刑复核权；共同犯罪的复核程序；二审改判死

刑案件的复核。 (18)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申诉的时间和次



数；死刑复核的申诉程序；再审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

审限。 (19)执行：死缓期间犯罪的处理；死刑的执行与停止

执行；减刑程序；暂予监外执行。 (20)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

序：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分案处理原则；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特别诉讼权利。 (21)涉外诉讼程

序与司法协助制度：涉外刑事诉讼所特有的原则，尤其注意

外国籍当事人委托中国律师进行辩护或代理原则；涉外案件

的送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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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