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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法考试试卷四是历年考试得分最低的一卷，也是让广大考生最感无从下手的一卷。
据统计，每年试卷四的平均得分只有70分左右。
案例题的命题方向是什么、该如何审查、应怎样解答，往往使很多考生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这些难题得不到突破，有的考生甚至一见到案例题就生畏，一做到案例卷就发懵。
针对广大考生在案例题方面的种种不解，我们认为有必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命题思路上，
案例题并不求怪求新，它们所包含的案情都是现实生活中具体法律纷争的集中反映。
由此，案例题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旁手边，所不同的是；这些生活中具体的法律纷
争在命题时经过了提炼加工，删除了一些无关情节，加入了一些干扰性的法律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要成为一个法律人，首先要成为一个有心人，要养成经常以法律思维分析生活中具体
法律纷争的良好习惯，这会为有效应对案例题打下良好的生活基础。
其次，在知识点分布上，案例题并不求偏求深，它的考点一般都是部门法的重要知识点。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部门法案例题数量的分布上，其特点是重要部门法的地位异常凸显。
一般而言，每年第四卷案例为7题左右，民法（以合同法为主）l题，刑法1题，民诉、刑诉、行政法各l
题，商法（一般为公司法）l题。
其次，在各部门法具体曲案例中，所涉及知识点也都为该部门法最重要的知识点。
无论是民法、刑法，民诉、刑诉，还是行政法、商法，概莫能外。
因此，只要重要知识点掌握得扎实，也就为突破案例题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第三，在命题方式上，案例题已有综合性愈来愈强之势。
以民事诉讼法案例为例，近几年其题目设置一改过去单一化特征，往往一道题目涉及的法律规定能够
覆盖民事程序法的各个部分，不仅在纵向上考查从管辖到当事人的确定再到审判程序甚至执行程序，
在横向上还可能涉及诉讼与仲裁的关系、诉讼中的非诉案件程序以及涉外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等问题
。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部门法知识仅有直观的、局部的、零碎的表象记忆而缺少深层次的、系统的、
全面的理解，解答案例势必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四，针对案例题的上述特点，在复习备考时，大家应加强对部门法相关法律规定与制度的宏观理
解和深层剖析，真正领会其精神，把握其实质，以适应案例题侧重综合应用，注重灵活性与实战性特
点。
在审查案例题时，应不放过题中的任何一个信息，因为每一句话中可能都包含着与考点相关的信息，
逐字逐句审查，考点就会一点一点被剥离出来，一个大案例题最后就变成一个个小的选择题了。
这样训练一段时间，大家就会发现，做好案例题“无它，唯手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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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以部门法为单位，在每一部门法项下首先介绍该部门法案例的考查方向以及适合本部门法案
例的解析技巧，然后给出新而典型的案例。
这些案例既包含传统的直接设问型案例，也包括新类型的综合分析型案例。
　　2．在案例讲解时，先给出正确答案，然后是法理透析，最后结合解题技巧作进一步分析，使考
生在做题的过程中做到融会贯通、提高应试能力。
答案部分，做到简练、准确，同时加以适当的论理说明；法理透析部分，目的是使广大考生不但要知
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解题技巧部分，主要是一种方法性的引领，启迪具体的解题思路，帮助大家把
握解题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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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案例分析题的设置在于考查考生全面运用刑法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考前对案例分析题的训练，不仅
在于抓住考试时的重头分数，更是有利于对知识的梳理和记忆。
刑法案例部分基奉采用两种形式进行考查：综合分析题和一问一答形式。
前者如2006年、2009年刑法案例，后者如2007年、2008年和2010年刑法案例。
刑法案例的考查特点和应对方法主要有：1。
重者恒重。
从历年的考题来看，尽管每年都有偏僻的考点出现，但这并不妨碍刑法案例题重点內容重点考查的特
点。
刑法案例题在总则为基础的前提下，主要集中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罪名的分析与认定，而这两章．也主
要考查几个重点罪名，如强奸罪、绑架罪、抢劫罪和盗窃罪等。
对于这罪名，考生务必掌握所有的司法解释和相关罪名。
这部分内容常考常新，但终究离不开基本知识的积累，掌握基本知识是解题的不二法门。
2．综合性强。
案例分析题的考查知识点，既有刑法总则的问题，又有刑法分則的问题；行为人又往往触犯数个罪名
，稍不仔细，就容易疏漏。
尤其是近年来，总則部分的考查內容增加，如累犯、自首、未成年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等，对于一
个行为人的定罪量刑就显得复杂。
因此，考生应当细心阅读，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情节，从而使自己的答案完整准确。
3．突出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
新颁布司法解释一般解决的都是司法实践中复杂疑难的问题，是对刑法条文精神的理解，它解决了实
务界的很多争议，因此往往是司法考试考查的重点。
因此，考生应当在考前广泛地搜集资料，尤其应当掌握最近一两年新颁布的司法解释，越是细致的解
释，越有考查的可能。
4．刑法理论考查的增加。
从这两年的司法考试试卷分析来看，刑法考试题对于基本理论的考查在不断增加。
涉及理论的题型，分值不断提高，如因果关系的认定，牵连犯，想象竞合犯，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
被害人承诺等，是近年司法考试命题老师的钟爱。
这就加大了对于考生掌握基础理论的要求，刑法部分不再是背法条，司法解释就能解决的。
考生们还必须把握好理论上的问题，能够对刑法理论申的重要问题进行区分与判断。
例如，2008年的案例分析题中，涉及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考查，这一知识点应该说是刑法理论中的常
青树，必须予以把握。
2010年案例分析题則直接明确要求考生在做答时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事前故竞的判断和处理方
法进行分析。
同时，该题对想象竞合犯的考查，更是刑法理论中特别重要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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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指导:案例分析专题例解(法律版)》：案例复习法轻松过司考客观试题主观
化是司考命题规律80％分值出自案例分析类试题186个精选案例直击司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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