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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的尘埃刚刚落定，备战来年考试的战鼓又隆隆作响。
谁能在号称“中国第一大考”的国家司法考试中脱颖而出？
明年深秋时节发榜之日的喜悦到底由谁来品尝？
通过对以往历届胜出考生的观察以及对2005～2010年真题的透彻分析，本书编写组认为，把握命题规
律和考试规律，统筹时间安排、规划复习进度，转变思维方式，提高应试技能是2011年每一位考生的
必修课。
一、命题的基本规律司法考试的命题规律是非常明显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考试、一个持续不断的考试，累积若干年后都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这种规律的出现，不仅源于成熟的考试会因为考查对象、知识点固定而固定下命题的题型和风格，而
且也会使考查的难度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命题重点会保持稳定。
司法考试的规律集中表现为三点：重者恒重，新增必考，综合考查。
重者恒重。
即重要的知识点（见本系列的高频考点）永远都是重要的。
在司法考试的考查范围中，不同学科之间分量不同；同一学科之内不同知识点之间重要性也不同。
准备司法考试，必须分清考点的主次，抓主要矛盾。
这一规律在某一年的个别学科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但若以3～5年为阶段，这一规律在每一个学科
上都可谓是第一规律。
新增必考。
新增加的考点（见本系列的近两年新增考点）一般都会在当年考查，即使当年不考也会在接下来的年
份予以考查。
因此，对新增考点必须重视。
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增考点的考查都相对简单，能够明白立法意旨并简单运用即可，甚至，很多时候
都是该知识点的简单记忆考查。
在这里，新增的考点也是考生成绩提高的增长点。
综合考查。
即不同学科之间，或同一学科不同知识点之间的综合运用。
这一规律首先体现在多项与不定项选择题上，尤其体现在案例分析上。
在此处，本书编写组想提醒考生必须重视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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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历年国家司法考试详尽而又准确地归纳评析的基础上，试图让广大考生尽早尽快地熟
悉国家司法考试的题型、命题风格、考查的重点及难易程度，进而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真
正将知识转化为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
    同时本书编写组还想通过对历年真题的分析、对全真模拟题的演练，让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好地
掌握解题思路，培养解题技巧，使考生能够通过分析题目的关键要点，了解相关内容的意义，学会从
命题者的角度分析问题，寻找切入点，培养“题感”。
    事实上，司法考试的重点每年差不多(相对午近五年考试的考点而言)，但是每年都有相当的变化，
所以作为即将走入考场的考生，如何了解每年的细微的变化，如论述题的出现和演进，刑法、行政法
考查难度的加大以及”客观题主观化”、“加强对理论深度及综合运用能力的考查”等。
而这些司法考试命题侧重点和命题技术的变化仅仅通过语言往往是难以表述清楚的，只有将做不同年
份的历年司法考试真题、背诵历年高频考点和备战当年社会法治热点三者结合起来，方能更为直观地
感受其变化，更为有效地应对2011年的国家司法考试。
    “识靠学习，技能靠实践，影响力靠口碑”，本书编写者秉承一贯以来“严谨、认真、负责”的理
念，组织专家精心策划编写的本套丛书，希望能为在2011年司法考试战场上奋力备战的广大考生助上
一臂之力，更希望本书能帮助广大考生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收获，同时预祝大家顺利通过2011年
国家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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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案例分析　第一篇　案例分析题的命题规律与应对思路　第二篇　历年真题回顾与思路精
讲　　第一节　刑法　　第二节　刑事诉讼　　第三节　民商法(上)　　第四节　民商法(下)　　第
五节　民事诉讼法　　第六节　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第三篇　高频考点演练第二部分　论述题　第
一篇　论述题的命题规律与应对思路　　第二篇　历年真题回顾与思路精讲　第三篇　高频考点演练
与答题规律总结　　第一节　论述题必备知识点解析与归纳　　第二节　热点论述题演练　　第三节
　热点论述题演练与解题技巧提示　　第四节　经典法学格言集萃——提升档次、增加亮点第三部分
　文书写作　第一篇　法律文书的命题规律与应对思路　第二篇　基础知识储备与历年真题回顾第四
部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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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如何应对“因法设题”由于司法考试的案例分析题一般都是“因法设题”，命题者头脑
中先有了所要考查的内容和知识点，由此决定了所适用的法条，然后再去因法条而设计案情和题目。
因此我们在做案例分析题时的指导思想就应当是“因题找法”。
其基本步骤可以分为：1.首先确定本案例分析题考的是哪一个部门法的内容，这是较容易判断的事情
。
从历年考试的案例分析题来看，无非是以下几个部门法的内容：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专利法
、继承法、刑法、刑诉法、民诉法、仲裁法、公司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国际经济法以及律
师法等十几部法律、法规，而交叉考查若干个部门法的案例分析题尚不多见，即使有，也是以一个部
门法的考点为主，个别问题兼及其他部门法的个别知识点。
2.其次确定考查的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法律制度。
确定了部门法之后，思考的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
而后可根据问题的设置来确定所考查的具体制度为何，如在民诉法试题中，考查管辖、当事人、诉讼
程序往往是家常便饭。
从历届试题情况看，案例分析题一般都是考查部门法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最基本的概念、法律制度等
，只要掌握了一个部门法中最基本的规定，你就会充满信心。
3.详细分析案情，并不急于书面作答。
一般而言，案情叙述中所给出的有法律意义的信息都是有用的，要么正面地提供解答线索，要么反面
地提供干扰正确作答的信息，因而不要忽略任何一个有法律意义的信息，一定要对之有足够的法律意
识和敏感。
如果你的答案并未考虑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么就需要回过头来好好检讨一下了。
4.根据案例分析题命题者“因法设题”的命题思路，去按“因题找法”的思路作答。
案例分析题命题的思路一般是从法条到案例，命题者头脑中先有了所要考查的内容和知识点，由此决
定了所适用的法条，然后再去因法条而设计案情和题目。
据此，考生在作答时一定要养成“因题找法”的思维习惯，即确定了欲考查的内容，而后迅速在脑海
中寻找所欲适用的法条。
5.找到法条后，决定书面答案，并统筹考虑全案各种情况，上下对照，在卷面上写下最终答案。
对于案情比较复杂的合同法、继承法和程序法试题，有必要在草稿纸上列出各种当事人的关系，确定
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并对照案情陈述检查一下有无遗漏的信息，以此协助作答，效果会更好。
据统计，在司法考试的四卷中，第四卷的平均分值是最低的，大家一般都认为只要把前三卷的内容掌
握扎实了之后，第四卷主观题便迎刃而解。
因此，在前期的复习过程中，大家往往注重对客观题的复习，在做模拟题时往往也只做其中的前三卷
，第四卷往往弃之不看，但是最后结果却事与愿违，大部分考生都是因为第四卷分值较低，从而与成
功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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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系列·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4·实例案例分析答题技巧及全真模拟训练》：紧
扣考试大纲浓缩高频考点预测命题趋势真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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