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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
正案相继通过。
其中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这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这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它对提高我国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素质，确保司法公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211”全国重点大学，以拥有作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的法学学科见长
。
其法学师资队伍汇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法学家。
他们不仅是法学教育园地的出色耕耘者，也是国家立法和司法战线的积极参与者。
他们积累了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的丰富经验．取得了大量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实行以来，我校专家学者在参与司法考试的制度建设和题库建设中作出了许多贡
献，同时在司法考试教育中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此期间，我校不仅有一批长期参加国家司法考试题库建设和考题命制的权威专家，也涌现了众多在
国家司法考试培训中经验丰富和业绩突出的名师，形成了强大的司法考试研究阵容和师资团队。
    2005年，我校成立了中国高校首家司法考试学院。
该院本着教学、科研和培训一体化的宗旨，承担着为在校学生和社会考生提供司法考试培训的任务。
司法考试学院成立后，选拔了一批司法考试方面的权威专家或名师，精心编写了中国政法大学《司法
考试全科辅导纲要》。
在此基础上，根据司法考试的特点及广大备考人员的要求，修订为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司法考试辅导
用书》(共六册)和《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解析》(上下册)，作为校内学生司法考试课程教学及对社
会培训的专用教材。
        司法考试学院组织编写的这套教材，紧扣司法考试大纲，体系完整，编排得当，重点突出，内容
丰富，表述精准，文字简明。
全书渗透着参编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体现着对司法考试规律和应考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同
时适应备考人员的学习方式、学习习惯等特点，在编排格式上做了匠心独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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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智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副所长。
从事法学教育15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严谨、认真，授课思路清晰，对司法考试所涉民法考点把
握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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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刑法在司法考试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每年大概是80分左右。
从最近几年的司法考试来看，刑法学测试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基础知识、
理论深度、重视真题、一点常识”，这也是司法考试的必胜之道。
（一）基础知识司法考试虽名列中国第一大考，但其绝对不是一个太难的考试，它所考查的都是本学
科最重要的知识，是一个法科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如2007年刑法试卷考查的因果关系、正当防卫、认识错误、数罪并罚、交通肇事、金融诈骗、强奸、
毒品犯罪、抢劫、绑架、诈骗、敲诈等财产犯罪的区别等。
2008年试题考查的罪刑法定、因果关系、认识错误、正当防卫、交通肇事、金融诈骗、毒品犯罪、贪
污受贿、抢劫等财产刑犯罪，两年所考查的考点高度重合，均属刑法学最基础的知识。
可以说，刑法试题的考查范围不偏不怪，恰到好处，它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刑法学的最核心、最基础的
知识。
（二）理论深度司法考试已经告别了那种填鸭式的法条中心主义。
不求甚解地强记法条、司法解释，至少在刑法学上是要遭遇滑铁卢的。
作为司法考试考查的第一大法，考生必须对刑法学的精神和理论有基本的了解，因为这是作为一个法
律职业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近几年的刑法学试题，除了少数几题可以从法条或相关司法解释中找到依据外，其他所有试题，均需
在法条基础上对其蕴涵的理论背景有深刻的把握，这也是我一直所强调的，在基础上追求深度。
比如财产犯罪，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分值可能在10分左右，盗窃、侵占、诈骗、敲诈、抢劫、绑架等罪
的区别，看似非常基础的知识，但这里可做的文章非常之多。
比如每年关于盗窃与侵占的区别，这考查的就是对刑法中“占有”这个概念的理解，这是一个理论性
非常强的问题，光看法条、背诵概念，很容易就掉进出题人设计的陷阱。
另外，再如对刑法基本原理的考查。
2006年、2008年两年居然都出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论述题，显然是提醒考生在复习时，要注意对刑法
精神的领会。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大纲正式采用了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犯罪是该当构成要件、违法、有责的
行为），这标志着对理论知识的考查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三）重视真题刑法学是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可考的知识点基本都在真题中出现，因此必须高度重
视历年的真题，而这也是考试成功的一个捷径。
如共同犯罪理论中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在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会涉及。
2006年是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的部分犯罪共同（一人想伤害，另一人想杀人，二人在重合部分，故意
伤害内成立共同犯罪），2007年是绑架型抢劫与非法拘禁的部分犯罪共同，2008年则是抢劫与抢夺的
部分重合。
又如2006年卷二单选题第10题“甲盗割正在使用中的铁路专用电话线”应如何处理，也许会迷惑相当
一批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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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解析(套装上下册)(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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