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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7_82_B9_E8_c36_53862.htm 按照司法部的官方表述

：司法考试的命题政策是12个字：“基本稳定，适当调整，

不断完善”。应该说最近几年的司法考试的命题坚持了这一

政策。司法考试的命题改革主要集中在第四卷，而第四卷的

改革又主要集中在主观题。因为我自己主要是搞主观题研究

的，所以主要围绕今年第四卷的命题谈两点还不成熟的个人

看法。 第一：关于命题特点和趋势 特点一：题量逐年呈现减

少的趋势。 在02年以前律师资格考试时代，第四卷一般是10

道题。从02年进入司法考试时代，至05这四年都是8道题。

从06年开始，第一次变成6道题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第四卷

总题量在减少。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去年题量太大，导致大量

的考生没有答完，而司法考试是一个法律考试，而不是写字

速度考试，所以今年压缩了试题的数量。对这个改革我是非

常赞成的。 特点二：大题的总分值增加。 我说这个大题指的

是25分以上的大题，在过去讲课的时候，我曾经预测今年大

题的分值可能达到100分左右。今年实际的考察情况我已经看

到了，就是3道大题占到了96分，也就是100分左右。应该说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和趋势。未来的发展趋势，题量

减少的同时大题总分增加应该是司法考试基本的个趋势。 特

点三，单题的分值逐步加大。 单题的分值在02年的时候最大

的题只有10几分，到了03年首次出现了巨无霸型的论述题，

分值达到30分（文字要求是800至1000字）。到了05年虽然单

题降到25分，但是大题数量变为两道，总分达到50分。而今



年论述题单题35分，总分达到70分。论述题主单题分值逐步

加大，是一个重要发展的趋势。 特点四：实务性增强。 这是

今年命题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卷四第4题，

是刑法和刑诉结合考察的一道题。实务性增强的体现就是实

体和程序合二为一。在历史上实体法和程序法一直是独立命

题的，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始终是同步出

现，水乳交融的。这就表现出试题和实务之间一个很大的一

个距离。我们说这道题极大的减少了实务和考试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对这道题体现出来的方向和趋势，特别值得肯定,是

今年司法考试命题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该题体现出了

非常高的命题成果和水准。今后应该大力推广。 特点五，理

论性增强。 特别是最后一道论述题，是一道纯理论的法学命

题。这道题也许从此开创了一个理论化的时代，就是纯理论

命题的辩析进入主观大题。这是今年重要的一个特点，也预

示着是未来考试命题的一个新的趋势，值得大家今后复习特

别注意。这主要是对主观命题基本的一个特点评价。 但我对

该题体现出的改革方向是持否定看法的。我注意到一些专家

已经表示了对该题的高度赞赏。我认为该题的命制和司法考

试的性质不符，是今年命题的一个暗点。不值得发扬。 第二

：关于司法考试试题的评估标准 今年卷四最后一道大题，纯

理论的那道题，我觉得也许不符合司法考试的改革方向，虽

然作为一个趋势值得大家复习时注意。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也

许不符合司法考试命题改革的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引

发了我的第二个问题：司考命题的评估标准。 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改革的深入，考什么与如何考？即试题的命制应当逐步

成为司法考试改革核心的内容，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试题



的评估标准就是一个当前应当引起司法部重视的大问题。 司

法考试举行了已经五年了，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纳入议

事日程上来。 我并不是抽象的说卷四最后一道论述题不好，

但是像这种比较典型的理论命题属于考研的题型，也许未必

符合司法考试的性质。 我认为好的一个司法考试的命题或者

试题，至少应当符合两个大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考法”

应当符合司法考试的性质。 司法考试是一个选拔实务人才这

样一个性质的考试，他的任务是选拔事务人才，所以说他的

命题必须或应当有利于优秀的实务人才脱颖而出。符合这一

性质的试题，才应当是司法考的考题。我觉得今年最后的这

道35分的大题不能起到使优秀的实务人才脱颖而出这样的作

用。我相信一个优秀的实务人才很难答好这道题，即便是一

个优秀的在职法官或律师，做这道题也会非常的吃力。原因

很简单，这是一道纯理论的命题，它更适宜作为硕士或者考

博士这样的选拔法学理论人才的考试试题。 第二个标准，考

点应该符合大纲的要求。 大纲作为规范命题者的一份“法律

性”的文件，命题的时候就应该以大纲为准。如果脱离大纲

了，不仅会带来命题知识点的不确定，也会给广大考生的备

考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比方说这道题目当中涉及到的刑法

的渊源这样一个知识点，在大纲中就没有规定，同时该题给

出的素材是一个外国民法的规定，是一个大陆法系民法的规

定，像类似这些的考点，我相信每一个认真严格按照大纲复

习的考生，都是不可能熟悉的，更不要说答的漂亮了（有特

别兴趣和爱好的除外）。因为这不是大纲规定的内容。许多

考生对这道题目异常吃力，根本的原因可能和一部分知识点

不在大纲的范围里面有关系。很多考生做最后一道题目异常



的吃力，这就属于命题的问题了，不是考生个人的问题了。 

关于司法考试命题机制和评估标准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重大

的问题，司法考试已经连续举办第五届了，我觉得关于司法

考试的命题评价机制和标准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因为建立一套科学的、公开的命题评价机制，建立个完善的

、科学的命题评估标准，应该是下一步司法考试命题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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