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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F_B8_c36_51289.htm 从2002年以来，司法资格考试中的

刑法题目一直以难度大、前沿性强、理论色彩浓而著称

，2005年的题目有比较明显的难度降低的特征，而2006年则

是一种回归。 一、分值知识点分布 2006年刑法部分单选题

目20分，多选30分，任选10分，案例与刑诉结合共26分，共86

分。比2005年的75分多11分。 考察的内容在卷二主要包括；

刑法概述部分2分，犯罪论部分12分，共同犯罪与分则第三章

、第五章结合，占10分，刑罚论部分9分，刑法各论27分。分

则考点涉及六章的内容，具体为：危害公共安全罪：1分；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1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5

分；侵犯财产罪：11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6分；贪污贿

赂罪：3分。总则所占比重与分则差距不大。卷四的案例题分

值中大约15分是侵犯财产罪中的内容，大约3分是刑法论中的

内容。总则考点重视知识点的均匀分布，但在共同犯罪部分

分值比较集中。分则考点则集中在分则第四章、第五章和第

六章。 二、试题总体特点 06年刑法考题的难度在05年的考题

之上，在04年的考题之下。从整体上讲，它是02、03、04年

考试的一种回归。02、03、04年的司法资格考试的刑法部分

难度比较大，并且难点主要集中在财产犯罪，在05年的时候

却转移到了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在06年重点又回到了侵犯财产罪。从考试的角度来看，今年

刑法试题比较好地实现了考试所要求的信度和效度。要实现

一个考试的信度，就要求这个学科的重点它必须重点的考察



，知识点上的重点必须重点考察，如果要实现一个考试的效

度，就要求这个考试的难易分布比较均衡，能够拉开档次，

在该难的地方难，该简单的地方必须简单，这样才能完成选

拔人才的任务。 今年刑法考察的重点是目前中国刑法学研究

和实践中的重点。另外在题目中往往在ABCD四个选项中设

计四个案例，这种考法实际上增加了考生做题的数量，也增

加了难度。这种考法的好处在于，考察知识点比较完整，使

得学生希望通过蒙题的方式来选择出正确的答案的可能性很

低。 一个重大特点是今年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结合。主要

体现在第四卷的大案例中，这一点显现了中国司法资格考试

的一种发展方向。 今年的司法资格考试的《刑法》部分，整

体上来说出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是也有一些缺憾。这个

缺憾主要是在于个别题目措词会让考生出现不必要的疑惑，

导致答案的不稳定性。 三、难点、争议点和新知识点 今年相

比较前四年而言，独特之处应该不是很明显的，但是这里面

有一些题目特点是比较明显的。首先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地

方：一是侵犯财产罪，而且主要集中在盗窃罪、抢劫罪、诈

骗罪和敲诈勒索罪这四个罪上。二是共同犯罪。三是信用卡

犯罪，这一点与03年非常相似，在2003年的时候卷二刑法只

考了40分，而信用卡犯罪却占了6分，今年比例没有03年高，

但是也体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 争议的题目总体上比前

几年要少，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 如卷二单选题的第6题，

共同犯罪的共犯人，向司法机关提供其他共犯人在另一看守

所的情况，算不算是立功的问题。根据司法解释，共犯人协

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共犯人的属于立功，这里面最核心的动

词就是“抓捕”。假如这个共犯人已经被另一司法机关抓捕



，此时行为人向司法机关提供此信息的还算不算是协助抓捕

？会有一些刑法学者认为是立功，但肯定也会有不同意见。

我估计考试的正确答案会选D.也许出题者认为协助抓捕的范

围是比较广的，也应该做一个广义的解释，因为这是有利于

被告人的解释，并没有完全违背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所以是

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所以虽然我本人认为这道题是有争议

的，但估计答案还是比较确定的。 第二个有争议的题目，是

卷二的第58题。四个选项中很显然B和C是比较容易排除的，

因为银行工作人员乙，他虽然是捡到了他人遗忘的信用卡，

但信用卡犯罪并不取决于他如何获得这张卡（盗窃与抢劫除

外），而取决于他如何使用这张卡。争议的问题在于与03年

的题目相比较，在03年的考题中，行为人拾到他人遗忘的信

用卡以后，到ATM机上取款，当时给的答案是信用卡诈骗罪

。但是之后中国的刑法学者大多数都认为，机器是不能被骗

的，所以从机器中取钱的应该按照盗窃罪来处理。就像从自

动售货机中塞类似硬币的金属片来骗取财物是一样的，都要

定盗窃罪。假如今年的司法资格考试中第58题给的答案是盗

窃罪的话，就会存在一个问题，2003年司法部给的答案就出

现了一个错误答案。这道题还有一个地方有点儿缺陷，银行

工作人员乙首先从卡里取了五千元，很显然是从自动取款机

上取的，但是后面一句话却交待的并不清楚，他说并将卡中

剩余的三万元转入自己的借记卡，题目所给的信息并不能让

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到是在银行柜台上办理的，还是就在取款

机上办理的。我们只能推定他就是在取款机上进行的。这样

一个信息的不准确会导致答案的不确定。 最后一个有争议的

问题是卷四的案例题，在乙所犯的抢劫罪，是盗窃转化为抢



劫？还是诈骗转化为抢劫？还是抢夺转化为抢劫？却存在一

个争议。首先会很容易的排除诈骗的转化，因为虽然乙对甲

进行了欺骗，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盗窃和诈骗的本质区别不在

于是否发布了虚假信息，而在于受骗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

处分了自己的财产。显然在题干里面没有给出处分的信息，

所以诈骗被排除。但是盗窃还是抢夺，却会存在一个巨大的

争议，因为如果定盗窃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开盗窃，

而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第一条却明确的将盗窃

罪界定为“秘密窃取”。如果界定为抢夺罪，则很难看到对

物的暴力，很难看出有“夺取”行为。 这些争议点的解决取

决于刑法的理论和学说，或者通常所说的答题标准。 今年考

试中的错误是比较少的，典型的个人认为有问题的是卷二的

第59题。这道题目本身也是比较简单的，但说法却是有问题

的。在C选项和D选项中都使用了“构成”这样的词，而这一

点会造成巨大的认识混乱。因为即使认为是吸收犯，那么两

个行为也是分别构成了两个罪名。从律师资格考试到司法资

格考试，刑法考题中的“构成”、“符合”、“触犯”这几

个词，一直被不规范的使用。 今年的新点比起02、03年是比

较少的，主要是卷二的第15题，关于敲诈勒索的知识点考察

的内容很新颖。即如果行为人为了正当的目的而去勒索财物

，能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一般的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人是为

了正当的目的，他的行为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所以

可以成为免责事由。但是为了正当的目的而采取了过分的手

段，又是可以构成犯罪的。具体到第15题中，A选项中有胁迫

，但是目的是有正当性的。C选项与A选项是相同的，也是为

了一个正当的目的。所以正确答案也就只能有一个B选项了。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D选项，作为考试来讲它的干扰性不是很

强，但作为一个刑法知识点来讲，它却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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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