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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二届司法考试重大争议题目的来龙去脉:其他法学卷》在体例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从历年真题中
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试题，分为经典真题、争议试题、疑难真题和旧题新做四类，予以详解。
值得称道的是，《十二届司法考试重大争议题目的来龙去脉:其他法学卷》由众合一线名师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编写而成。
这些作者，都是众合教育当之无愧的名师，司考领域各部门法的领军人物和实力派新星，历经无数次
司考课堂的洗礼和磨砺，对司考考点、规律、命题了然于胸，见解准确精到。
权威的作者，精彩的演绎，独特的选材，新颖的体例，定然呈现给广大考生独一无二的权威真题盛宴
。
考生针对此四种不同类型的试题，结合名师详尽精彩的解析，可以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从不同的角
度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地推敲琢磨，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快速、高效地掌握知识点，洞悉真题，突破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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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届司法考试刑法100道典型真题详解 第一部分经典试题46道 第二部分重大争议题目10道 第三部分疑
难真题49道 第四部分旧题新做5道 历届司法考试国际法86道典型真题详解 第一部分经典试题22道 第二
部分重大争议题目5道 第三部分疑难真题31道 第四部分旧题新做18道 历届司法考试理论法75道典型真
题详解 第一部分经典试题35道 第二部分重大争议题目13道 第三部分疑难真题25道 第四部分旧题新做2
道 历届司法考试商经法112道典型真题详解 第一部分经典试题46道 第二部分重大争议题目14道 第三部
分疑难真题41道 第四部分旧题新做11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二届司法考试重大争议题目的来龙>>

章节摘录

版权页：   24.赵某多次临摹某著名国画大师的一幅名画，然后署上该国画大师姓名并加盖伪造印鉴，
谎称真迹售得收入六万元。
对赵某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2009—2—14，单） A.按诈骗罪和侵犯著作权罪，数罪并罚 B.按侵犯著作权罪处罚 C.按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处罚 D.按非法经营罪处罚 【详解】根据《刑法》第217条的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制作、
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也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赵某行为符合《刑法》第217条第（4）项的规定。
（1）伪造他人名画并在画上签名，然后出售，这显然是一种诈骗行为。
但这是在著作权领域的诈骗行为，换言之，侵犯著作权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诈骗罪，当然按侵犯著作
权罪论处。
特定的诈骗行为，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也具有诈骗性质，但这是特定领域的诈骗，只能认定为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2）司法解释也规定，侵犯著作权后又销售该制品的，仅定侵犯著作权罪一罪。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实施
侵犯著作权行为，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只定侵犯著作权罪。
（3）这道试题实际上是历年真题演变过来的。
我们应该注重历年真题，不仅仅是许多试题与历年真题完全一样。
单就考点而言，除了大纲新增的知识点，所有试题都能在历年真题中找到原形。
故8项正确。
 关于侵犯著作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注意两点：（1）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虽然
具有欺骗的故意，但一般也属于侵犯著作权罪。
（2）如果用赝品诈骗他人巨额钱财的，以诈骗罪论处更为妥当。
本案中，行为人骗取的财物仅为6万元，以侵犯著作权罪论处能够实现罪刑相适应，并无不妥当之处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侵犯著作权，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
另外，非法经营罪是一个口袋罪，只有找不到其他罪名可以适用的，才定非法经营罪。
 【答案】B 25.关于刑讯逼供罪的认定，下列哪些选项是错误的？
（2012—2—60，多） A.甲系机关保卫处长，采用多日不让小偷睡觉的方式，迫其承认偷盗事实。
甲构成刑讯逼供罪 B.乙系教师，受聘为法院人民陪审员，因庭审时被告人刘某气焰嚣张，乙气愤不过
，一拳致其轻伤。
乙不构成刑讯逼供罪 C.丙系检察官，为逼取口供殴打犯罪嫌疑人郭某，致其重伤。
对丙应以刑讯逼供罪论处 D.丁系警察，讯问时佯装要实施酷刑，犯罪嫌疑人因害怕承认犯罪事实。
丁构成刑讯逼供罪 【详解】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
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关于本罪，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本罪的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即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
工作人员。
 第二，本罪的行为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1）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
（2）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
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肉体的方法。
所谓变相肉刑，一般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
二者不存在实质区别，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
（3）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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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使用肉刑与变相肉刑的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
 第三，本罪主观上只能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
至于行为人是否得到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本罪成立。
犯罪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
 特别注意：根据《刑法》第247条的规定，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
杀人罪定罪并从重处罚。
 本题中，A项，甲是机关保卫处长，不属于司法工作人员，不构成刑讯逼供罪。
A项错误。
 B项，乙作为人民陪审员在刑事诉讼中，属于司法工作人员，但乙殴打被告人刘某的目的不是为了逼
取口供，而是为了出气，故乙不构成刑讯逼供罪。
B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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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二届司法考试重大争议题目的来龙去脉:其他法学卷》将其所涉及到的重要知识点进行详细解读，
从一个考点出发，引出某些相关的其它考点，由点到面，形成知识网络，以很好地应对司考题目越来
越综合化的需要。
这样有效避免了就题论题，有效减少了重复题型。
帮助考生在有限时间内重温司考中的重要及常考知识点，把握命题方向和趋势，提高复习效率，真正
做到见微知著，举一反三。
建议考生使用此部分时反复钻研，建立知识体系，同时体会命题人题目设置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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