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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切源于真题，一切回归真题。
司考复习的路就是由真题到真题的过程，通过研究往届真题，考生把握了真题的考点和考法，通过复
习教材、法条并进行练习，最后接受新一年真题的检验。
在这样一个面向真题又回归真题的复习过程中，真题始终是前进的航标，是努力的指南，是每一位内
心茫然的考生最真实的依靠。
真题这种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不仅体现在客观题上，同样体现在主观题上，后者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
。
众所周知，卷四主观题是考生最感困难、最易丢分的部分。
卷四的所有题型，无论是案例题、司法文书还是论述题，都没有备选内容供考生选择，瞎蒙乱猜的机
会几乎不存在。
在此情况下，一些考生惶恐到了绝望的程度，茫然到了几欲放弃的地步，这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如何应对主观题呢？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我们始终认为，备战主观题应从分析历年真题开始，找出主观题的命题方向和规律特点。
主观题的难点与客观题相比，主观题存在以下三个难点：1.需要理清复杂的法律关系。
案例题的案情往往要比选择题复杂得多，文字表述更长，三四段话甚至五六段话，里面包括各种各样
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曲折离奇，单单是理清其中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已经很不容易。
在此，应综合运用时间顺序法和主体分析法，沿着时间顺序逐一分析每一个主体的每一种情形，其中
刑法、诉讼法与民法和商法又有很大的不同。
2.需要自己给案件定性，给出法律结论。
法律的艰深不仅在于事实复杂，有时法律问题可能会模糊不清，难以定性。
例如，2008年刑法案例要求区分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民法案例则要判断相关责任是地面施工责
任还是高空作业责任。
案例题的难，主要在此。
论述题的难，同样在此。
在过去多次考试中，论述题经常只是给出一个事件，然后说对此人们议论纷纷，至于议论人的观点则
看不到，需要考生自己去分析、去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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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特色　　针对主观题的疑难之处和广大考生的畏惧心理，本书紧扣真题的规律来设置内容
，先是进行综述，然后提供练习，并有全面的分析和解答。
　　1.综述。
本书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设置了详尽实用的“综述”，通过分析历年真题来总结命题的规律、特点。
案例题部分的综述还区分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分别论述，务求切合
每一类试题的特点。
　　2.练习。
各种“模拟练习”是本书的主体，因为作者深信，主观题的得分能力是练出来的，不是背出来的，任
何深刻精辟的总结都代替不了真刀实枪的演练。
为了帮助考生分析案情，案例分析部分专门设计了“法律关系图”，有助于考生化繁为简，驾驭复杂
的案情。
同时在“参考答案”后面还增加了“应注意的问题”，进行适度延伸，帮助考生由点到面掌握更多。
　　3.热点。
除了常见的案例题和论述题之外，本书还特别设置了“热点”这一栏目。
如此安排的目的在于打通生活与法律，将法律还原为生活，将生活引导向法律，帮助考生从日常生活
、新闻报道中学习应用法律，利用法律去判断对错，从源头上来应对案例题和论述题。
　　清华校训有云：行胜于言。
对主观题来说，这句话再合适不过，使用本书的要诀始终是多练多做、对照提高，而不是简单地背诵
记忆。
　　最后，预祝各位考友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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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近年司法考试来看，案例题的得分情况并不理想。
究其缘由可能有二：一方面案例分析题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类试题具有一定的难度。
与选择题相比，案例分析题的设置一般更有综合性，案情介绍也更加详细复杂，部分试题甚至是真实
案件的简化。
这使得对案情分析以及法律关系的梳理变得更具难度。
此外，司法考试的答题时间并不宽裕，不少考生甚至无法答完所有试题，因此案例分析题的得分偏低
也情有可原。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便是考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不够扎实，而且答题方法也
存在不足之处。
解答案例分析题不仅要求考生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更要求考生具备运用基本理论和法律规范对具体
案件进行分析、判断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所以光靠死记硬背法律条文的规定并非可行之道。
不懂案例分析的方法，或者分析思维不符合考试的要求，这些都会导致考生在答题时出现偏差。
案例分析题的设置本身存有一定规律可循，而了解乃至掌握这些命题特征对广大考生的复习备考无疑
具有一定的帮助。
下面便结合近年来司法考试的真题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部分案例分析题的命题特征进行简要归纳，
并总结相应的答题技巧与解题方法。
一、因法设案、依案找法从命题角度看，案例分析题一般是从法条到案例，试题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条
文作为依据。
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一般不会设置考题。
‘案例分析题的考查目标就是检测考生对法律规定的掌握和运用程度。
真正考试中的案例与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存在一定的区别。
司法考试中的大部分案例是由命题人员人为地编造出来，或者是在真实案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与真实案件相比，案例分析题的案情更为简洁，考点更为集中。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案例，都是司法考试的命题人员按照自己的思维，依据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加工完
成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司考真题告诉我们什么>>

编辑推荐

《司考真题告诉我们什么:主观题卷》：一切源于真题，一切回归真题，全真案例模拟，论述热点捕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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