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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不同学科特点的不同，复习时应当采用不同的方法。

就刑法而言，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应当投入相对较

多的时间 首先，刑法的分数比重很大。在分数结构调整以前

，司法考试总分是400分，在这400分当中，刑法通常占60?65

分左右，比例为15%左右；在司法考试的总分调整为600分之

后，刑法的分数也随之增加，约占80?90分，比例仍然为15%

左右。 由此可见，刑法的分数比重非常大，并且非常稳定。

如此高的分数比重决定了考生在复习时必须投入相对较多的

时间和精力，从而确保较高的得分率。可以说，分数比重较

小的科目，如法制史、宪法等，考生没复习好，甚至一分没

得，只要其他科目复习得好，考生仍然可能通过，而如果刑

法没复习好，得分率过低，则几乎没有通过的希望。 其次，

刑法试题难度比较大。司法考试不同学科难度不同，刑法属

最难的科目之一，有往年参加过司法考试的考生甚至认为刑

法是最难得分的学科。难度较大更要求考生投入相对较多的

时间和精力。需要强调的是，去年司法考试刑法试题难度有

所降低，有司法考试辅导老师据此推测司法考试刑法试题在

难度上将回归1999年以前律师资格考试的平易风格，这种推

测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2005年刑法试题难度降低有着特

殊的原因，并不能表明刑法试题难度此后一直会降低；因而

考生在复习时仍然应当以2002年至2004年的难度为准，而不

应以2005年的为准。 二、应当慎重选择教材和复习资料 首先



需要强调的是，司法考试刑法复习不能完全依靠法律出版社

的《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以下简称《辅导用书》)。有

些考生在复习时觉得其他复习资料太滥，不权威，而法律出

版社的《辅导用书》是由以前的指定用书沿袭而来的，比较

权威，因而在复习时主要依靠《辅导用书》，甚至完全依靠

辅导用书，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由于这套书在编

写方式上与通常的法学教材没有根本差异，因而就应对司法

考试而言，其存在重大缺陷：重点不突出。具体而言，表现

在以下方面： 一是对许多司法考试根本不考的内容，也花费

了大量篇幅进行介绍和阐述。譬如，刑法的性质与任务，犯

罪的特征，犯罪构成的概念、特征与分类，犯罪客体的概念

与分类，危害结果的概念、特征、分类与意义，刑法上因果

关系的不同学说，刑罚的概念、特征、目的，刑罚体系的概

念与特点，量刑的概念与原则，刑罚执行的概念与原则，赦

免的概念与特点，刑法分则的体系与条文结构，各种犯罪的

法定刑等内容，司法考试(包括律师资格考试)以往从来没考

过(几个常见罪的法定刑除外)，将来也不大可能考，考生如

果在复习时不分轻重，泛泛地看《辅导用书》，会导致许多

宝贵的时间被白白浪费。 二是有些对司法考试非常重要的内

容，《辅导用书》虽然也讲到了，但过于简单，不利于考生

掌握。譬如，就强迫卖淫罪的处罚而言，《辅导用书》只是

泛泛地写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四)强奸后迫使

卖淫的⋯⋯”这一规定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在强迫卖淫的过程中强奸妇女的，只作为判处较重法定刑

的情节，无需数罪并罚，国家司法考试2004年二卷第86题就



考了这一知识点，但《指定用书》在介绍强迫卖淫罪的处罚

时对此却未作正面表述，考生如果只看《辅导用书》，没有

其他相关背景知识，很可能会忽视这一知识点。 三是还有些

对司法考试非常重要的内容，《辅导用书》只字未提。譬如

，对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区别，《辅导用书》认为

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间接故意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结果

的发生符合行为人的意志，而过于自信的过失是希望危害结

果不发生，结果的发生违背了行为人的意志”。实际上，绝

大多数刑法教材对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区别都是这

样界定的。按照这一界定，似乎只要行为人不排斥危害结果

的发生就是间接故意，只要行为人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就是

过于自信的过失。但实际上，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司法考

试(包括以前的律师资格考试)有关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

失的区别的许多题目考生都会做错，因为司法考试在考间接

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区别时常考的是另一知识点：即使

行为人不希望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如果其没有合理的依

据，最终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也应认定为间接故意；只

有在行为人不希望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一定的合理

依据时，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才能认定为过于自信的过

失。 司法考试经常考到，而《辅导用书》没有讲到的知识点

不在少数，因而考生在复习刑法时绝不能仅靠《辅导用书》

。笔者认为，就本科阶段是非法律专业的考生而言，准备司

法考试时有必要先将《辅导用书》看一两遍，从而对法学的

知识体系有个大概了解；就本科阶段是学法律的考生，尤其

是本科阶段基础比较扎实的考生而言，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

看《辅导用书》。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选择其他辅导资料时



也要慎重。目前市场上有关司法考试的复习资料非常多，少

数质量不错，绝大多数质量一般。挑选时应注意。 三、抓住

重点，放弃偏僻考点 04年和05年司法考试刑法部分都考到一

些偏僻的知识点，如04年二卷第16题考到一个理论性问题：

罪行法定原则是否排斥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05年考到两个

并不具有法源地位的司法文件：一是二卷第16题考到最高人

民法院于2001年1月2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工作

座谈会纪要》；二是二卷第65题考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于1999年3月4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

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有司

法考试辅导资料据此要求考生在复习备考时应当全面复习，

要全面把握刑法的基本理论以及各种法律、司法解释和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刑事司法的批复、意

见、纪要等法律文件。笔者认为，这一复习方法是错误的： 

其一，刑法涉及的各种理论、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内容非常多

，要求考生在复习备考的有限时间内都掌握清楚是不现实的

。且不说近一二十年刑法学研究非常昌盛，各种学说和专著

、论文如汗牛充栋，就是有关刑法的立法、司法解释和司法

文件也非常多，即便是刑法方面的专家学者，也未必都掌握

得清清楚楚，要求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都掌握清楚显然脱离

实际。 其二，虽然这两年司法考试每年都考一些生僻的知识

点，但这种知识点在刑法的全部试题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从

数量上来看绝对不超过5%，另外95%以上的内容考的都是刑

法的基本知识点。 其三，如前所述，由于偏僻知识点通常不

超过刑法考试内容的5%，基本知识点占95%以上，而近年司

法考试一直只要求考生得60%的分数即可通过，因而即使偏



僻的知识点一分不要，只要其他知识点掌握得比较好，也能

通过；反之，如果基本知识点没掌握好，即使偏僻知识点的

分数完全抓住，也很难通过。而考生的复习时间是有限的，

如果复习范围太大，在大量非基本知识点上花太多时间，必

然会导致在基本知识点的学习上投入时间不足，导致因小失

大。 四、要做相当数量质量较高的练习题 司法考试对答题速

度要求很高。就前三卷而言，每卷100道题，考试时间3小时

，180分钟，平均每道题不到2分钟。这要考生对多数题目涉

及的考点应当非常熟悉，读完考题后，应当不假思索，就能

选出正确答案。反之，如果考生虽然对大多数题目涉及的考

点是知道的，但不太熟悉，在做每道题时都必须仔细思考，

甚至必须仔细回忆，那么极可能时间不够，导致有些题目做

不完，这是非常影响考试效果的。而要做到对多数知识点都

非常熟悉，就必须多训练，多做一些题目。 不仅如此，与其

他许多科目不同，刑法许多题目转弯非常多，这更要求考生

平时多做一些题目，做到能灵活运用。其他许多科目，如刑

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考生记住了知识点，通常就能做

题，也就是说，题目转弯比较少，而刑法与此不同，题目转

弯的现象比较普遍。譬如03年二卷第47题，问以下情形是否

构成侵占罪： 某游戏厅早上8点刚开门，甲就进入游戏厅玩

耍，发现6号游戏机上有一个手机，甲马上装进自己口袋，然

后逃离。事后查明，该手机是游戏厅老板打扫房间时顺手放

在游戏机上的。甲被抓获后称其始终以为该手机是其他顾客

遗忘的财物。 这只是第47题的第一个选项，这一个选项就同

时考了三个知识点，或者说转了三道弯：一是侵占罪的对象

必须为他人保管的财物、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本题手



机是否属遗忘物？二是认识的错误，如果行为人实际侵犯的

对象与其主观认识的对象不一致，应当如何定罪？三是要成

立侵占罪，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还必须已经处于行为人的控

制之下，或处于公共空间，反之，如果虽然是遗忘物或埋藏

物，但是在第三人的控制之下，行为人将其据为己有，也应

当认定为盗窃罪而非侵占罪。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市场

上许多参考资料的题目与司法考试真题在难度上悬殊太大，

以其作为训练题目不仅效果不好，甚至可能产生误导作用，

因而在挑选训练题时应当特别小心，应当尽可能选择与司法

考试真题难度相近，至少是悬殊不大的题目。 五、要充分重

视往年真题 司法考试是用来遴选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的，因而主要考察的是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

内容；另外，由于司法考试主要采用客观题的方式进行考察

，所考知识点必须能够设计出四个具有较大混淆性但正确与

错误的界限非常明确的备选项，因而虽然法律各科内容很多

，但能够以选择题的形式来考的知识点实际上并不多。正因

为如此，司法考试历年考题考点的重复率非常高，刑法尤其

如此。不仅如此，刑法考点的重复以及由此所反映的刑法的

考试重点非常集中，非常稳定，不以最终拼题人员的调整而

改变。近年，刑法拼题的人员多次调整，并且05年的难度相

对于前几年显著降低，但就所反映的考试重点而言并没有太

大变化。因此，考生在复习过程中一定要充分重视往年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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