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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021_2022_06_E5_B9_B4_

E5_8F_B8_E8_80_c36_54156.htm 刑事诉讼法在去年的国家司

法考试中的分值是75分，与刑法分值相同，其中试卷二的客

观化试题50分，试卷四的主观化试题(文书写作)25分，各位考

生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考试日期日益临近，应一些考

生的要求，现就复习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谈些看法，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要从宏观上把握本学科的内容

，使知识系统化 考生要对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知识有一个全面

、系统的把握，而不仅是零散知识点的堆集。对刑事诉讼法

这门学科的框架性内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碰到具体

题目时，就能够立即审查出本题是想考查哪些知识点。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司法考试中经常会有一些综合性的题目，这类

题目涉及到好几个章节的内容，仅靠对一个章节的了解是不

够的，这就更需要考生从宏观的框架上掌握本学科的内容。 

例如，2004年试卷二第51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下列哪些情况需要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或者出

具证明文件？ A.某被害人对公安机关的轻伤鉴定不服，要求

重新鉴定 B.犯罪嫌疑人的父亲提出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要

求进行鉴定 C.已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自己患有严重疾病

要求取保候审 D.正在服刑的罪犯提出自己患有严重疾病，要

求监外执行 本题题干并不难，但选项涉及到侦查、强制措施

和执行三章内容，如果对这三章中的相关知识点有一个综合

的了解，就不难选择ABD了。 二、熟悉法条，务求准确 刑事

诉讼法属于程序法，司法考试对程序法的考查主要侧重于可



操作性，因此历年的刑事诉讼法考题除了证据部分的考题侧

重于理论外，其他考题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找到法条

依据。因此复习刑事诉讼法的关键在于对法条要有比较准确

的理解和记忆。考生在做历年考试题时，要熟练掌握历届试

题所涉及的刑诉部分的法条，这一点自不待言。除此之外，

考生还要熟悉1998年1月19日的“六机关规定”、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刑诉法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中的体现各个机关自身业务特色的内容。为了方便考

生，这里列出一些上述法律规定的重要内容： “六机关规定

”中主要看：⑴第一至六条立案管辖的具体划分：涉税案件

的管辖、渎职犯罪的范围、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的范围

、不能把应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

人民法院审判(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四条)

；⑵第八条书记员、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回避的审批人员；⑶

第二十六条逮捕的证据条件；⑷第三十五、三十六条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移送案件材料的范围；⑸第四十七条核

准死缓案件不能加刑。 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中主要

看：⑴特殊情况下的地区管辖和军地互涉案件的管辖；⑵辩

护人的范围、不能担任辩护人的人员以及指定辩护以后被告

人拒绝辩护如何处理；⑶刑事证据规则；⑷附带民事诉讼当

事人的特殊规定以及提起和审理程序；⑸庭前审查程序后的

处理决定；⑹自诉案件的审理程序；⑺简易程序的规定；⑻

第二审程序有关全面审查原则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具体规定

；⑼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

主要看：⑴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具体范围；⑵审查起诉过

程中有关补充侦查的具体规定；(3)审查起诉范围的规定；(4)



审查起诉后对各种具体情况的处理。在学习这些法律条文过

程中，要注意这些规定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一般而言

，其中与《刑事诉讼法》明显矛盾或者冲突的不会考，多数

情况下考的是那些对刑事诉讼法进行补充或者具体化的条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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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