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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88_91_E6

_B3_95_E6_A1_88_E4_c36_53023.htm 刑法中的案例分析题与

选择题相比，更偏重于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中国法制

出版社出版的“指南针”丛书之《案例教程》对案例题所要

考查的内容、方法及思路有详尽的分析。 要准确解答案例分

析题，遵守以下步骤是比较重要的： 1．仔细阅读案例内容 

案例分析题一般都是考刑法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或者是法条中

极其特殊的规定，即最基本的概念或法律规定，只要把概念

和法律规定理解透彻，应试时就会比较有把握。 2．找准案

例所涉及问题的“知识点” 在案例分析中，以下知识点可能

是经常会涉及到的：总论部分，包括：（1）犯罪故意与过失

、意外事件的认定；（2）刑事责任年龄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

周岁者应当负责任的范围；（3）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4

）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的区分；（5）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共同犯罪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的认定；（6

）刑罚运用中的累犯、自首。各论部分，包括：危害公共安

全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侵犯财产的犯罪、贪

污贿赂罪、渎职罪，它们都是传统的考查内容，案例分析原

则上都会涉及这些犯罪。 3．理清答题思路 在找准案例分析

题所涉及的知识点以后，不要急于答题，还应当进一步整理

答题思路。此时，需要考虑：（1）将分则理论与刑法总论结

合起来思考问题，切忌分割刑法总论与刑法分论答题；（2）

注意准确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的案例分析

题，此罪与彼罪的关系极其微妙，需要先将案件性质判断准



确，才能答题，否则即使长篇大论，也是无用功。 4．对不

同题型采用不同方法，准确答题 在答题时，要考虑每一个案

例所涉及的概念或法规、司法解释，将这些概念、法规或司

法解释明确地串连、回忆起来。 对所有案例分析题型的回答

，都首先要得出答题人自己的结论：犯罪行为人是有罪，还

是无罪；是此罪还是彼罪；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是故

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以作为方式实施的犯罪还是不作为

犯罪；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是一罪还是数罪等。 同

时，必须注意对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对不同题型采取不同

的分析方法： （1）对“罪与非罪”类题型，需要紧紧抓住

“犯罪构成要件”这一分析工具，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完

全符合四大构成要件。 （2）对“此罪与彼罪”类题型，需

要回答不同犯罪区别的最根本标志是什么。 （3）对某些犯

罪的“特殊形态”类题型，例如是否属于共同犯罪、未遂或

者中止、是否应当数罪并罚等，需要考虑各种形态的成立条

件。 （4）对“如何处理犯罪人”这类题型，要考虑行为人

是否属于累犯、自首，有无缓刑、假释等特殊的刑罚适用情

形。 在答题方法上，在解答案例分析题时，应做到语言简练

、言之有据（有法律条文上、刑法理论上依据），切忌不着

边际、主观臆断，简单堆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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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