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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483068.htm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光临搜狐嘉宾聊天室。距离2007年司法考试剩下短

短不到20天的时间，如何在这20天的时间提高在刑法方面的

分数呢？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三校名师的阮齐林老师

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阮老师先跟搜狐网友打个招呼吧。 阮齐

林：各位网友好，各位考生好。 主持人：阮老师，请问一下

，刑法在整个司法考试中占了多大的比重，今年的重点和考

点能预测一下吗？ 阮齐林：刑法在司法考试的比重占的还是

比较大，按往年的情况，一般来说选择题是40道，20道单选

是20分，20道多选和不定项选，每题2分，是40分，加起来选

择题是60分，这个固定下来。 除此之外是第四卷，一般加起

来刑法部分20分左右，一般来说是80分，这是刑法每年在司

法考试600分中占的分值也就是八分之一左右。 主持人：如何

把握今年的考点和重点，剩下的时间内学生应该应该把最重

要的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来？ 阮齐林：只要从事考试或者从

事这方面教学的指导，每个学科都有它基本的内容和重要的

内容。可以说对一切考试都是重要的，永远是重要的，基本

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历年考题案例分析题，答案

看一看，那些案例分析题的答案就是告诉你什么，这是刑法

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虽然不一定在案例分析里考，也要

在选择题里考，这是一个基本的了解的办法。 另外，根据我

们的经验来说，刑法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大概有这些。一个是

概述部分，比较重要的是罪行法定原则，这个包括对它的理



论精髓的理解。关于罪行法定原则，它不是司法原则，而是

立法原则，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对罪行法定原则而言，

入罪和出罪有的时候把握是不一样的，入罪要求罪行法定，

法文明文规定。但是出罪不一定罪行法定，排除犯罪不一定

要罪行法定。比如被害人的同意，医疗行为，这些法律没有

规定，但是照样的可以排除罪行法定。 再一个注意法的统一

性，法的统一性意味着评价调整的统一，一个不违反民法、

行政法的行为、经济法的行为肯定不违法刑法，但是倒过来

不一样，因为刑法的违法程度比较高，所以违反民法、行政

法的行为，不一定是违反刑法，这个罪行法定原则大家要注

意一下。为什么初罪和出罪不一定，这是保护个人的权益，

涉及到公民的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跟他的价值基础是有关系

的。由罪行法定原则引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律的解释，

所以说法律的解释也需要适当地了解一下，这是概述的第一

个问题。概述第二，就是每年考很小的问题，就是刑法的空

间效率，一般选择题有一题两题也就是那样。 第二块是犯罪

总论部分，比较重要的，多少知道犯罪的本质和危害程度，

这就是犯罪之所以成为犯罪行为就是社会危害性，危害了法

律所保护的利益。第二客观上讲有不作为行为的和因果关系

，这会考一点的。 主观方面考得比较多的就是鉴别故意的认

定，主要和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第二，认识错误。这就是

采取法定符合说来解释就可以了。主体方面主要是相对刑事

责任年龄，这块考得比较多一些。这是犯罪的部分。再就是

形态论，未遂犯和预备犯的区别和终止犯的认定，再就是共

同犯罪，共同犯罪是必考的问题，而且共同犯罪考大题，往

往在案例分析和不定项选择综合题里考。共同犯罪主要抓两



个基本的东西，一个就是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犯罪的成立

，司法考试一般采取是犯罪共同说为前提或者为基础，以部

分共同的为辅助或者为补充的情况。这是共犯成立。这点是

去年不定项选择题非常典型的代表的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题的标准答案。第二是共犯的责任，这个责任和简单，

一部行为全部责任。这是共犯的两个基本点。除此以外，共

同犯罪方面还有其他的细节问题，比如说共犯人的种类和处

罚原则，从犯应当从轻减轻，被教唆犯可以从轻减轻，这是

选择题可以考一下。第二是教唆未遂，教唆犯的责任，这也

是经常会考到的内容。这是共同犯罪的细节问题。第三个问

题就是部分共犯人终止，这是经常考的问题，也算是比较难

的问题，其中要点是部分共犯要终止的话，必须具备有效性

，也就是有效地阻止共犯结果的发生。第二要点是其终止的

效率不基于其他共犯人。这是共同犯罪问题。 再就是罪数和

数罪并罚问题，比较重要的有三点，一个是数罪并罚，数罪

并罚很简单，分别定罪判刑，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决定执

行的刑罚。数罪并罚第二个内容就是酌情不并罚的情况。这

个主要讲的是竞合、牵连、吸收关系的数罪酌情不并罚，这

就涉及到竞合、牵连和吸收的问题。第二个是法定的加重犯

不数罪并罚。这是罪数和数罪并罚的问题，考试考得比较就

是法定的加重犯的情况考得比较多。酌情不并罚的情况也是

以司法解释的内容为主。犯罪种类还有单位犯罪，考得最多

就是只能按个人犯罪处理的几种情况，这是司法解释规定的

。 刑法论部分比较重要的就是死缓，死期缓期两执行，第二

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其中可以施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这

是比较常考的内容。第三，累犯的认定，一般有一个题法。



还有自首立功的认定，这也是比较常考的内容。再就是减轻

处罚的理解和适用，这个非常重要。减轻处罚当然要求有法

定情节一般才能减轻处罚，如果没有法定情节的话，酌定减

轻要报最高法院核准。减刑假释问题要特别注意减刑的限度

和假释的前提，减刑的限度就是罪犯经过多次减刑，有期刑

实际执行不少于原判二分之一，无期刑不少于十年，死缓犯

不少于12年，反过来也是假释的前提。再就是追诉时效偶尔

考个简单的一题。最后还有缓刑、管制、假释他们执行的内

容，其中缓刑有四项，一个是守法，第二是定期报告，第三

是遵守会客规定，第四是迁居或者外出，外出讲的是外出视

线范围要获得许可，这是缓刑考察的四项内容，同时也是假

释的内容，二者是一样的，同时也是管制的内容，但是管制

的是五项，不是四项，还多一项未经许可不能行使言论出版

自由的权利，这项自由权利的限制。这是几个制度的内容，

了解一下就可以。 刑法部分再就是数罪并罚，主要是刑法执

行期间的并罚，漏罪是先并后减，新罪是先减后并，这也是

常考的内容。刑法论大概就是这些。 第二大块是罪行各个分

论比较重要的问题，按章节的顺序来说，国家安全罪主要是

叛逃罪。叛逃罪注意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强调的是在

岗期间的脱岗叛逃。国家安全罪是比较常考的内容。第二，

就是为境外窃取刺探，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情报罪，这个偶尔

也考。公共安全罪比较常考的内容主要就是交通肇事，这个

掌握的要点是司法解释的内容，特别是交通肇事、逃逸致人

死亡和交通肇事后把被害人遗弃隐藏，使其无法得到救助而

死亡的，这种情况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这是交通肇事比

较常考的内容。第二个就是重大责任事故，现在叫做生产作



业责任事故罪，这也是比较常考的内容。主要注意在发生事

故的，不一定都是生产作业责任事故罪，比如说因为违反危

险物品造成事故的，那是危险物品肇事罪，这要注意一下。

这是过失犯罪。除此以外，公共安全的犯罪还常涉及到一个

是既遂未遂的特点，公共安全罪有大量的放火爆炸，有大量

的犯罪是危险犯罪，以造成现实的危险就构成既遂，这是他

的特色。公共安全的犯罪，这跟总则有一定的关联。再就是

枪支弹药的犯罪，主要是非法持有枪支，特别是非法出租、

出借枪支罪的认定。这是公共安全方面常见的内容。 第三，

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一个是149条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个

犯罪涉及到想象竞合的问题，这个则于重罪处罚，这是伪劣

产品罪常见的问题。走私罪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是今年的法规

汇编里收了一个关于走私罪新的司法解释，这个解释特别提

到走私废物的问题，这要注意一下，它和走私普通货物品罪

的关系，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规定，不细说了。 第三章违反

公司法的犯罪，一个是虚报注册资本和抽逃出资，这两个罪

之间的区别，有的时候会考一下。再就是这里的商业受贿和

商业行贿，这两个罪修正案6有所改动，主要是涉及到其他单

位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商业受贿的主体和商业行贿的对象。 第

四章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其中特别要注意高利转贷和修正

案6增加的骗取金融机构信任罪，这个特别重要。这个罪主要

是和金融诈骗罪的区别。金融诈骗罪里面比较重要的是保险

诈骗和信用卡诈骗，这个考得特别多。扰乱市场秩序罪主要

是合同诈骗和非法经营，因为非法经营罪非常重要，所有的

经济犯罪都带有一定的非法经营的性质，因此非法经营是经

济犯罪的基本型，非法经营罪一定要注意掌握法定的非法经



营行为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总共加起来有七八

种，这个需要具体加以掌握。 第五章侵犯人身权利罪，最重

要的还是绑架罪。绑架罪特别容易出案例分析题，所以要重

点掌握。绑架罪一个罪涉及到几个方面的界限，第一个和杀

人伤害的关系，绑架有杀害人质的处死刑，这有加重罚，不

另定罪。第二涉及到侵犯自由罪的区别，像非法拘禁和拐卖

妇女儿童和拐骗儿童。如果要为索债而扣押人质，这个定为

非法拘禁，如果非法勒索他人财物的，这就是绑架。另外在

共同犯罪中，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是绑架的

故意，另一个人有索债的故意，这情况下，有可能共同扣押

人质，但是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故意，一个是绑架罪，一个

是非法拘禁罪，不认为是绑架的共犯，这个和共犯又交叉起

来。另外这中间有人中途加入，替人家打勒索电话，这个可

以构成绑架的共犯。这涉及到共犯的问题，所以绑架非常重

要。第三绑架还涉及到和抢劫的区别，和敲诈勒索的区别。

如果没有实施扣押人质的行为，仅仅是勒索财务或者谎称扣

押人质，勒索财务，这属于敲诈勒索，不属于绑架。抢劫也

有这个问题，抢劫有的时候用暴力劫持的，也成为绑架罪。

绑架作为一个犯罪来说特别复杂，可以涉及到和诸多犯罪的

界限，所以大家在综合型的试题里，大题里对它特别注意。

侵犯人身主要是绑架相关的犯罪，和拐卖妇女儿童和非法拘

禁，主要是这类犯罪。侵犯财产罪，这一章的犯罪总体而言

，非常重要，最重要是抢劫和诈骗，抢劫这个罪又涉及到和

侵害人身权利，杀人杀害的区别，一罪和数罪的问题。比如

说为了抢劫，预谋杀人，杀人后劫财的，这属于抢劫一罪。

如果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杀人以后取其财的，这导致两罪，



盗窃和杀人。这个地方抢劫的认定也是值得重视的。诈骗历

来是考试的重点，因为一切犯罪从手段来讲不是暴力的，就

是欺诈，所以欺诈是犯罪最复杂的现象，其中特别要注意的

是有欺诈的，有欺骗的，不一定是诈骗罪，这点是特别注意

的问题。为什么不一定是诈骗罪，包括可能构成特殊的诈骗

，比如说金融诈骗，合同诈骗，不一定定普通诈骗。另外一

个方面，经济犯罪中，像生产销售伪劣也有欺诈性，但不能

定诈骗。所以认定诈骗罪特别重要。第三就是行为人，人们

在犯罪中，往往还使用一些诈数进行盗窃抢劫，这也不是什

么诈骗，所以诈骗的认定特别重要。 再就是妨碍社会管理秩

序罪比较重要的就是妨碍公务罪，还有窝藏包庇罪，包庇罪

也是相当重要的。第三，就是窝藏转移收购销售掩饰隐瞒赃

物罪，比较重要。另外妨碍司法有几个犯罪，像伪证罪，妨

害作证罪，也是相当重要的。这是社会管理秩序罪。 最后就

是贪污贿赂罪比较重要的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还有受贿罪

、行贿罪，这几个罪也是比较重要的，经常要考到。渎职罪

里主要是两个罪，一个是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第二是399条

规定的徇私枉法等五个罪，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今年法规

学里还增加了一个审理破坏军事通讯案的解释，大家对破坏

军事通讯罪的认定要适当参考一下它的解释。这应该是分则

比较常见的罪名，刑法基本的内容就是这些，考来考去，一

般来说都出不了这个范围或者说大体上70%、80%都是在这个

范围之内。主持人：司法考试中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在整个

卷面中占很大分值，阮老师能不能预测一下今年卷四会考什

么题型，将会考到什么内容？ 阮齐林：一个是案例分析，一

个是论述了。 案例分析一般来说都是考得比较重要的内容，



这个不好具体的预测，只能说按照一般的规律就是常见罪加

基本制度。常见罪主要一个是侵犯人身主要是绑架及其相关

犯罪，这个我们讲过。绑架罪和非法拘禁，拐卖妇女儿童的

认定问题，区别问题。第二是绑架和抢劫的区别问题。第三

是绑架和杀人伤害的关系。再就是绑架和敲诈勒索的区别。

这块是构成容易出案例分析题的地方。 第二块比较容易出案

例分析题的地方就是诈骗类，像信用卡诈骗、合同诈骗、金

融诈骗以及和这个有关的还涉及到像职务侵占、经济犯罪中

间带有欺诈性的犯罪，比如非法经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假冒注册商标等等，这是一类，经常称它为经济或者诈骗的

犯罪。 第三类作为案例分析考到的那就是跟职务有关的，就

是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这样的犯罪。主要考一个职务犯罪比

如贪污，实际上涉及到和挪用公款的区别，和受贿的区别和

职务侵占的区别，和盗窃诈骗的区别。一般来说，常见罪一

般就是这三种作为案例分析题。 第四类要注意一下就是涉及

到妨害司法的犯罪，比如包庇、窝藏，或者窝赃销赃。 案例

分析题一般围绕这四个方面，大家准备一下。另外把有些罪

名写一写，练一练，别到时候写不出罪名来，这是一个问题

。 第二内容是常见制度，比较常见的是共犯，还有形态，还

有罪数和数罪并罚，结合这些制度来考。偶尔的还涉及一点

自首立功、累犯、数罪并罚问题，大体上案例分析题大体涉

及这两块内容，常见罪和基本制度。从提问的角度讲，一般

的问法，最宽泛的问法就是如何定罪处罚，定罪大家都会了

，有什么罪名就写什么罪名，建议大家不要写太多的理由。

处罚一般考虑什么问题？一个是考虑对处罚怎么回答，他不

太清楚。处罚其实很简单，一般是回答两块内容，可能要你



回答两块内容，一块就是说要不要数罪并罚，如何数罪并罚

，前面定了数罪，就要解决要不要并罚，如何并罚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如何遇到竞合、牵连，吸收关系的数据，酌情不

并罚，如果遇到法定的依罪的也不能并罚，除掉这样酌情的

，法定不并罚情况以外，前面构成合罪的都要数罪并罚，如

何数罪并罚呢，很简单，不要答得太复杂，一就是分别定罪

量刑，第二把所判之行，把数罪所判的数刑按照数罪并罚的

原则决定执行，这是要不要并罚，如何并罚的问题。第二块

就是法定的量刑情节，因为如何处罚，第一不能考法定刑，

很难考。第二不会让你判刑，因为判三年还是五年，没有标

准。除了并罚以外，第二块就是量刑情节，如果有自首的，

成立自首，可以什么，从轻减轻处罚，罪行较轻的可以免除

处罚。如果认定是犯罪中止的，那么就是如何处罚，没有造

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该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如果是未成年的，应当减轻或者从轻处罚，如果累犯

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教唆未遂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是这

样一类情况。如果是从犯的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处

罚回答的是什么，法定的是什么，量刑情节。从问题角度，

怎么回答案例分析，依据是什么，定罪没有问题的，处罚就

是这两块内容就可以了。这是从回答问题角度讲。 主持人：

案例分析这方面有没有比较经典的答题模板跟网友分享一下

。 阮齐林：我们以前弄的资料都有这些内容，我们说常见的

就是内容上最基本的制度，回答问题就是如何定罪处罚，定

罪不说，定什么罪写什么罪，处罚就是两块内容，知道该怎

么回答就可以了。至于论述题，内容上不太好说了，因为它

可能是从整个的学科考虑的，有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刑法的问



题，有的时候可能都不涉及刑法的问题。如果涉及刑法的问

题，给大家的建议是着重从几个角度来论述问题，一个是从

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一个是保护社会利益，免受犯罪的

侵害。 第二保护个人的权益免受滥用刑法权的侵害，从这个

角度考虑。当然一切是为了人。这是刑法的目的。第二就要

善于从犯罪的本质，犯罪的本质要有社会危害性，它危害什

么，就是危害法律保护，刑法保护的利益，从这个角度去。

既然犯罪本质要求有危害性的话，当然危害性应该表现为对

法律保护实际利益的侵害和可能的侵害。如果没有这样危害

性的东西，那是不能当做犯罪来处理。这是从罪的本质。 第

三就是善于从刑罚的目的来回答。刑罚的目的我们追求一个

是追求预防犯罪，一个是为了公平的报应，追求公正处罚，

从刑罚的目的来谈论问题。 第四，善于从主客观相一切来谈

论问题。相一致最典型表现在第13和第16条，13条要求犯罪

客观上有危害性，没有危害性的行为不能当犯罪处罚，否则

就是主观归罪，惩罚信念，惩罚思想，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反过来16条规定，行为虽然造成了损害，但没有故意过失，

也不认为犯罪，如果没有罪过也认为犯罪的话，那就属于客

观归罪，那也是不对的，主客观相一致。主客观相一致，不

仅表现在犯罪的要点，客观上行为有危害，主观上有罪过，

也表现在处罚上也是，刑罚的轻重，处刑的轻重和罪行，这

个一般指得客观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刑事责任主要是主

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仅表现在这个地方，在共同犯罪中

间，虽然是一部行为全部责任，共犯应该负整体的责任或者

共同的责任，但是一般来说各共犯人只是在自己有故意方面

负责，如果没有故意的话，也不负刑事责任，这都体现主客



观相一致。如果遇到刑法的根本问题，就从刑法的目的、犯

罪的本质，刑罚的目的、主客观相一致。最后就是罪行法定

原则，这也是谈论问题的一个依据。怎么合理地解释法律，

不能够类推解释法律，另外法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这样

的情况来谈论问题。刑法的问题带有分析性的问题，大体上

从这五个角度，根据情况选择认定一个角度来回答，就算有

根有据了。主持人：阮老师，在剩下不到20天时间里，考生

应该怎么准备考试，心理调节上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阮齐林

：司法考试涉及到的学科非常多，按照我们的说法这20天已

经对成败没有意义了，如果你是大本的学生，你学了四年的

法律，又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准备，如果能成也就成了，如

果不成，也就不成了。 所以这20多天，大家做一点练习，把

过去的考题再看一看，做一做，就可以了。不要指望这20多

天会发生什么逆转，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

的，剩下这些天里，把过去历年考题中间的案例分析题再看

一看，不仅是刑法，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因为这些内容既然

在案例分析题里考的，说明是这学科最重要的问题，不在案

例分析题考肯定在选择题考。就可以了，不要指望这几天会

扭转乾坤，那是一个幼稚的想法。如果你不是大本的学生，

以前也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应该说成败也就由此决定了，这

些天，大家放松心情，温故而知新就可以了，再就是不要钻

偏题怪题，没有意思。更不要社会上道听途说一些特别疑难

的问题，一想我不会，是不是自己就不行了，其实一乍一惊

的，没有意思，即使你不会，那只不过是一分两分的题，到

时候没准碰见，做说这个题不一定在考题里出现。所以大可

不必大惊小怪的。 这里提醒大家考试方法的问题，要提醒大



家一下。一定要注意时间管理，时间管理太重要了。司法考

试孤立的题，一个一个题并不难，但是只是一题而言，可以

花很长时间来想它的时候它不难，问题在于选择题是三个小

时100题，一般在15到20页，密密麻麻的，而且答题的时候专

门往机读卡填，这也浪费一定的精力和时间。这样的情况考

试中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时间安排。时间安排就是必须掌握平

均分配时间，也就是说三个小时100题，一个小时一般33、34

题，半个小时大概做16、17题，希望大家以半个小时为控制

的时间点，到半个小时，我大约要到16、17题，一个小时做

到33、34题，以这样的节奏来控制。这样就可以做到把一百

题都算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个对考试的成败非常重要。因为

司法考试里有一些题难度很大，花很多的时间也做不对，甚

至有些争议的问题，做上去跟标准答案也不对，也有错。另

外一些也有很容易的题，基本上跟白送差不多。再一个就是

司法考试允许错的比率非常高，它可以错40%都能过关，60分

万岁，当然一张卷子150分，90分万岁，允许丢掉60分的题，

这个允许出错的机率还是很高的，这意味着第一，在考试的

时候，要快快地过，不要为一题两题不会做或者说好像觉得

做得不对而心里惦记着，不要，可以错一些，没有关系的。

重要的是你要把各个学科100题，容易的，能做对的要做到，

这点很重要，把一百题里能做会做的该做对的题能做到，这

样的情况之下，时间安排是一个基本的东西，也可以这样说

，我在规定三小时内，把一张卷子里能做会做的题都做的，

也可以说发挥到自己的实力，能成也就成了，不成也没有什

么遗憾，在方法上没有失策的问题。要保证在规定的时间里

，把一百题，每一题都做到，该拿的分都拿到，每一题都有



一定的时间看一看，考虑一下，这就需要时间的安排，所以

时间的分配对司法考试从技术来讲最关键，希望大家一定要

半个小时为一节，掌握进度。最后顺顺当当做到最后一题，

尤其是其中遇到疑难问题，不要过于念仗，不行往下走，找

发现下面还能做的题，不要把你能拿的分，把精华给丢掉，

把好开采的地方丢掉，在骨头上啃来啃去，没有意义的，在

这上面来讲时间就是分数。这是司法考试最重要的考试技巧

。 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四卷也是如此，这个技巧根据分数来

管理试卷，如果把150分分成三份的话，一个小时做出50分的

题，这都是跟题呢？因为论述题案例分析题该答多该答少，

从题目上看不出来，只能从分上看出来，分多，问得再简单

，得分点肯定多，都要仔细答，给它足够的时间。有些题看

着很复杂，多长的一篇，问得也很复杂，但是也可能只有10

分、8分的，不要再那上面念仗了，这种情况论述题、分析题

，管理时间的技巧不是根据题来的，不是根据题的数量而是

根据分的数量，其道理也是一样的，一小时做50分的题，3小

时就把150分的题都做了，其中有难的，只能答得很少，有容

易的可以答得对多一点，把时间分配好了，最后每一题都做

了，该做的都做了，能说出来都说出来，这样把自己的能力

充分发挥出来，使自己的水平得到发挥，过了就过了，不过

也是无怨无悔。论述题的地方注意大家合理安排时间。 主持

人：很多网友留言，说去年考试的时候没有答完，除了时间

分配方面，答题顺序上有没有技巧？ 阮齐林：这个没什么技

巧，因为翻来翻去，都有好答和不好答的，反正是50分制，

一个小时做50分的题，如果做不出来，草草地写，还是往下

写，能写多少就写多少，知道多少就写多少。司法考试允许



你错得很多，错40%了。答得不好的，不太会答的题，能答

多少答多少就可以了。会答的题也做了也可以，最后一拉，

实力在，也应该能过了。顺序颠来倒去没有意思，就是闷着

头往下做，唯一的方向看的就是时间管理，过了一个小时做

了50个题，如果没有做过50个题赶快一点，如果做了，稍微

会做的慢一点，从容一点，就是这样的情况。有的人说时间

不够，我们说从来没有考试说时间不够的，这是游戏规则，

必须在这个时间内把它做完。时间不够，只有说自己安排得

不好，没有时间不够这一说。这说法本身就有错误的。 主持

人：非常感谢阮老师精彩的讲解，最后请阮老师给搜狐网友

留一些寄语吧。 阮齐林：那就是祝大家好运，顺利通过司法

考试。 主持人：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在此搜

狐教育频道也希望参加2007年司法考试的考生能考到比较理

想的成绩！明天中午我们会推出2007年行政法的冲刺访谈，

希望广大网友关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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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