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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0_83_E7_94_9F_E5_c36_53965.htm “今年的司法考试比较难

，说它难并不是指考题多么复杂，而是指所考的法律知识点

非常细，这些细小的考点平时很难引起我们的注意。” 司法

考试，在人们喜度中秋的气氛中结束了。然而，很多考生的

步履并没有随着那欢乐的氛围飞扬起来，在经历了此次考试

大容量、广思考的洗礼之后，他们深深地揣摩着“中国第一

考”究竟要选出什么样的法律人才。 能感受国家法治发展的

脉搏 在对十个考生的调查中，记者发现有六个考生说行政法

的考题比较难，追其原因：第一，平时很少关注行政法，注

意力和关注点都在民商法和刑法上，他们中有些人认为，反

正将来对这两大领域法律应用的比较多，自己又不当官，丢

点行政法方面的分也无妨；第二，行政法领域的许多法律，

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等，考生不容易吃透法

律的精神，平时对国家依法治国的理念思考的少，特别是那

些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或刚工作一两年的考生，有些还没有

经历过“依法行政在实践”的深刻意义，因此难以把握考题

的用意；第三，由于考生疏于思考“依法行政”和“依法治

国”的时政问题，考题中行政复议、行政处罚、行政许可、

行政诉讼、行政强制等法律问题点交叉出现时，考生就有点

眼花缭乱，难觅途径。 今年在考试大纲中，增加了很多关于

宏观法治的内容，如在“法理学”科目中，增加了“法与社

会的一般理论”内容。因此有老师曾预言，今年的热门考点

是“依法执政与政治文明”，考生应着重把握依法执政与政



治文明的各自含义；如在“宪法”科目中，因为3月14日第十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所以“特别

行政区制度”成为今年宪法科目的考查重点。 由此看来，关

注国家宏观的法治发展进程，是国家对一个法律工作者最基

本的要求。 法律应用能力考查已成为司考命题趋势 有些考生

反映，民法和刑法部分的题出得很活，其他科目题就是考一

个知识面，不需要动脑筋；有些考生说，其实所有的题都挺

活的，许多考题考的都是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小事，但

解答起来并不轻松，它不仅需要我们理解法律的精神和原则

，还需要我们理解法条的详细规定与法律精神的关系。 一位

研究司法考试多年的学者说，今年司法考题中，对一些小法

如环保法、审计法、会计法的考试有变化，由过去仅考察重

要法条及表面的知识点已转向考察对重要法条的理解及对各

具体知识点的理解，而不直接考察法条和该知识点，这意味

着要认真研读教材，不仅要准确记忆，而且要理解为主，即

客观题主观化。 今年考题理论深度加大，知识点交叉出现在

一道题中，或相关知识点出现在一道题中。即一道题涉及平

时教材中一章或多章内容好几点，使得答对这类题难度极大

，只要一选项没把握，通常这道题会答错。这意味着横向联

系加强了，它要求考生平时就要注意对比、比较记忆相关的

、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才容易拿分。 认为部分科目灵活性大

、不好把握的考生，一般都是法律知识掌握不均衡者，比如

，这类考生对民法和刑法把握比较好，可以完全领悟考题意

图，答题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细小的法律问题，

都能解答；而对不熟悉的法律，如行政法、会计法等，由于

掌握程度有限，看不懂考题的考点，只能跟着感觉走：望文



生义，没有法律知识的基础，就无法开动“灵活”的大脑。 

反映所有考题灵活的考生，基本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考

题中实践性很强的法律问题很敏感，但缺少对法律知识的广

泛掌握，不能综合理解分析出解题思路，往往只能答对一部

分，落下一部分，在多项选择题中，无法全面地施展自己的

理解力。 从近几年司法考试出题的技术角度讲，出题者意图

非常明显正是想强调考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而这种能力必须

以对法律的娴熟掌握和法律精神的准确理解为基础。偏重法

律应用能力的考查已成为司法考试命题的趋势。 司考题量大

对考生阅读反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说：“

阅读量太大了，如果速度一慢，题就答不完了。” 这说明，

功夫在平时。有考生说，复习时，复习班上的老师说要多看

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媒体上曝光的一些法律案件和法律问

题大讨论，这样在考试中，出现某类法律问题，你就会在很

短的时间内判断出所要考的法律问题和知识点。比如议论文

的考试，都是当下的社会热点，平时思考多，看的多，答题

就快。 非法律专业的考生，因为法律是其专业以外的学科，

阅读教材本身，就已经被视为大工作量了，但法律如果涉及

其专业领域，他们就会游刃有余，但这类考题对各个不同专

业的考生来讲，毕竟占少数。 法学院出身的考生，按说应该

轻车熟路，但法律的确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涉猎的内容实在太广，而用法理的知识推断很多法律问题

已经成了学法律的学生比较习惯使用的一种方法，这样比较

容易懒于深入、广泛阅读。还有些法学院的学生偏科，喜欢

读自己感兴趣的法律领域，对自己不喜欢的法律科目下功夫

少，当名目繁多的法律问题出现时，理解慢、法律知识面窄



的弊端显露无遗。 在法律工作实践中，律师、法官、检察官

的案头工作占据了他们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其余时间

就是用来搞调查，因此对阅卷水平和阅卷质量的要求，反映

在司法考试中，就是考生能够快速、准确地解答考题。 司法

考试对考生阅读能力的速度与量的要求，反映出国家要求通

过考试的人必须是个法律全才，法律知识要扎实，分析判断

能力要加强。 司法考试作为法律职业人必过的门槛，已经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和重视，而司法考试制度本身也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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