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旻儒，北京大學念碩士期間

參加了大陸的司法考試（法考）。就像臺灣

的國考分為一試與二試，大陸的法考分為客

觀題（均為選擇題）與主觀題（主要是論述

題與簡答題）。第一年由於主觀題差3分沒有

通過，因此2020又再戰主觀題（客觀題成績

可保留一年，第二年只需參加主觀題），總

共考了兩次才通過。希望借此機會跟大家分

享一些二戰主觀題的準備方式。

以下我將分為分為主客觀題的準備技巧，

同時在主觀題的段落分享二戰主觀題的準備

心得。

一、客觀題

（一）教材選擇

我選擇的是大陸法考機構的教材。大家可

以分科目選擇適合自己的老師，在淘寶上購

買不同機構的教材後，在各個機構的官網上

看免費的函授課程。法考機構一般會有多種

類型的講義，如精講、精粹（精講的簡化

版）、真金題等，我建議只購買精講（最詳

細的那個）就足夠了。其中，比較知名的幾

個機構包含瑞達、眾合、文都等，而我比較

推薦的老師主要有：

民法—鐘秀勇；刑法—方鵬；刑訴—向

高甲；民訴—戴鵬；行政法—李佳；三國

—楊帆

（二）準備時間

我總共花了3個月左右的時間準備客觀題，

我所了解到的法學背景且非在職的考生，一

般大概也都是花差不多的時間。這3個月的時

間內，我基本上對主要科目復習3遍（看完課

當天就把相關範圍的講義看完，這樣算兩

遍），而一些比較次要（分值比較少）的科

目大概就看2遍左右（例如三國法、理論

法），最後在考前留一周左右的時間寫考古

題。由於時間比較緊張，沒有辦法留太多時

間做考古題，我會盡量在看講義的過程中，

把講義中提到的經典考古題多做幾次，達到

練習的目的。

（三）準備技巧

由於題型是選擇題，就應試的角度建議大

家按照是否對自己來說容易得分、以及相應

的分值的多寡來安排準備進度（例如：理論

法涵蓋範圍較廣，包含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法治理論、法理學、中國法律史等，即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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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間準備也不一定記得住，因此我就選

擇只在考前快速的看一遍）。此外，如果考

前2-3天已經不太知道要看什麼材料了，可以

考慮購買類似考前串講的課程，法考機構會

在2-3天的時間內針對所有科目的重點考點快

速的講一遍。

二、主觀題

（一）準備時間

以正常考完客觀題接著考主觀題的考生而

言，客觀題考完到主觀題考試僅有1個月左右

的時間準備。而第二年由於我已經通過客觀

題了，只需要準備主觀題，我大概花了3個月

左右時間備考（前2個月是白天實習，晚上念

書4小時左右；後1個月是請假集中準備）。

（二）教材選擇

首先，主觀題與客觀題最大的區別在於法

治理論的分值占比（38分）大幅提升，比刑

法（36分）、刑訴（27分）、行政法/商法

（27分）都還要高。而法治理論的題目主要

是與近期政治思想（如習近平法治理論）有

關的題目，需要寫一整篇4-5段左右的文章，

對於臺灣考生而言，需要花費較多時間準

備。因此我選擇了白斌老師的考前特訓班，

考前2周左右，老師會每天發素材（就是套到

各種題目都適用的材料）與模擬題，並且手

把手教考生如何在不同題目裏組合這些素

材，非常實用！第一年我可能花了50分鐘才

勉強寫了600字（最低要求），不僅分數不

高，還嚴重擠壓寫其他科目的時間，而第二

年我花40分鐘就寫了1100字左右（需要一定

篇幅分數才會高）；而針對其他科目，我除

了民訴法換成韓心怡老師以外，並沒有變

化。

其次，對於二戰主觀題的考生，法考機構

也會出主觀題專用的精講，與客觀題精講的

區別在於，主觀題精講一般是刨去了他們認

為不太容易以主觀題形式出現的考點，因此

會比較簡練。鑒於我認為民法、刑法兩個基

礎大科還是需要比較紮實的基礎，這兩科我

選擇看客觀題的講義，雖然較為費時，但是

我認為效果很好；而其他科目我認為熟悉主

觀題精講足以。

（三）準備技巧

由於主觀題除了理論法以外，基本都是簡

答題，需要答到關鍵詞才有分，因此在準備

客觀題的時候建議也要同時背下來各個考點

的關鍵詞，才容易得分。此外，建議大家在

準備刑訴這種主要靠記憶的科目時習慣翻法

條，這樣考試時如果真的想不起來，可以快

速的從答題平台上附的電子法條裏找到答

案。預祝大家考試順利！！

分 享 園 地

12月號／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