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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90_8D_E

5_B8_88_E8_AE_B2_E5_c36_53792.htm 一、刑诉法命题规律 刑

事诉讼法在近几年司法考试当中分值的比例越来越重，

由2003年40多分，到2005年接近70分，06年估计也不会少。 

刑事诉讼法相对于刑法来说，如果掌握它规律就相对简单的

多。大家得到这个分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掌握它的一些记忆规

律和一些考试的出题规律。 第一，刑事诉讼法每年的命题规

律、每年的命题重点基本相同。比如说，刑事诉讼法基本原

则，基本原则里面主要考第15条，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予追究

的情形，也就是说出现六种情况之一，在侦查阶段怎么办？

在审查起诉阶段怎么办？在审判阶段怎么办？各位考生从99

年看到去年，每一年都考到，每年至少有一题，有的年份甚

至两题三题。 第二，管辖。管辖每年考试也能够考到，从99

年一直看到去年，每年考试至少有两至三题，而且它考的主

要是管辖里面哪几个内容，一是级别管辖，二是军地互涉案

件的管辖，三是在监狱服刑漏罪和新罪的管辖。 第三，回避

。从99年到2005年已经连续几年出了回避，回避每年至少出

一题，主要考哪些？回避的人员范围、回避的程序、回避的

效力。 第四，审判公开。所以，这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考这些

。 第五，立案。到立案程序里面，主要考的是立案监督，也

就是说对不立案的监督，有时候还考附带立案的条件，在99

年至05年已经至少考了4年。 第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99年

至05年也考了很多，这几年中都考有关的题目。 第七，刑事

强制措施。在这里重点考的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



逮捕。 第八，审查起诉。主要考三种不起诉及不起诉的救济

。 第九，侦查。主要考侦查措施，检查、检查的规则、搜查

的规则。 第十，第一审程序。主要考证人的权利，被告人的

权利以及法庭辩论的顺序。 第十一，第二审程序。第二审程

序里面主要考“上诉不加刑”以及上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的处理。我举一个例子，上诉不加刑从1999年到2004年

一直都考到，而且考的内容基本相同，就是二审法院如果认

为事实清楚，但是定性不准，比如应该判抢劫罪，结果一审

法院判了抢夺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等；再就是考“全

面审查”。 第十二，审判监督程序。主要考的是哪些人有权

提出审判监督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和一审抗诉的区

别，掌握规律就很容易掌握。 第十三，死刑复核程序。主要

考哪些死刑由最高法院核准。（注意新变化及发展趋势） 第

十四，执行。主要考执行中的变更和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主

体。 请牢记，上述的基本知识点是需要重点识记、掌握的！ 

二、刑诉法高频考点和重点 对于卷二，每年的考试重点“万

变不离其宗”。 第一，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下列

情形的不予追究、已经追究的应该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

终止审理。 过追诉时效，06年肯定也会考到，不死记、要掌

握。 第二，在各个阶段的不同处理。各个阶段的不同处理，

是根据各个阶段的不同任务。比如在侦查阶段，出现这六种

情况应该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容易混淆的，比如说案件在

检察院，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已经过了

追诉时效，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好多学员

认为，它在检察院，所以很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其实

这就错了，它虽然在检察院，但是它在检察院的侦查部门，



而不是在审查起诉。所以，应当撤销案件，而不是不起诉。

做这题要注意，不要看它在哪一个部门，而是看它在哪一个

阶段。无论在哪个部门，只要在侦查阶段，就是撤销案件，

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是不起诉，在审理阶段就是终止审理。对

审理阶段有一个案例，在被告人已经死亡的如果查明确实无

罪，应该还被告以清白，宣告无罪，其他的情况一律终止审

理。所以，不要看它在哪一个部门，而要看它在哪一个阶段

，在哪一个阶段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三，管辖。主要掌握级

别管辖、军地互涉案件的管辖、漏罪和新罪的管辖。 第四，

证据。证据每年考试都考到，主要考“证据的分类”。我国

刑诉法证据从两个方面进行分类，一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一

是证据的理论分类，它们之间是交叉关系。考试的时候经常

考证据的理论分类，有好多的学员把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搞

混淆，间接证据和传来证据搞混淆。这个要掌握知识点，哪

怕这个证据传来经过转述一百次，只要说明刑事案件的主要

的事实，那么它就是直接的证据。也就是说，传来证据有可

能成为直接证据，原始证据也有可能成为间接证据。 在证据

的理论分类的时候，在同一类当中采用二分方法，非此即彼

的关系，同类中互相排斥，不同类是相互包容的。举一个例

子，如果按性别分，可以把人分为男性和女性；按照国籍来

分，可以分为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既是男人

，又是中国人，我们绝不可以说一个人既然男人，又是女人

，就是这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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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