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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陈亮陈亮陈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本科毕业）    

考取：中考取：中考取：中考取：中国国国国人民大人民大人民大人民大学学学学诉讼诉讼诉讼诉讼法法法法学学学学专业研究生专业研究生专业研究生专业研究生    

    

阶段 科目 得分 

英语 65 

政治 77 

专业课 116 

综合课 122 

2009 考研成绩 
初试 

总分 380 

2009 年的研究生考试已经硝烟散尽，我幸运的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录取，作为过来

人，我就人大法学考研的概况和复习方法进行介绍，以期对后来者能有所帮助。 

一、一、一、一、    人大考研试题的特点人大考研试题的特点人大考研试题的特点人大考研试题的特点    

在准备考研之前，必须先掌握人大法学考研试题的特点，这样才能进行有的放矢的复

习，将所学知识顺利的转变为试卷上的答案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分数，少走弯路，避免“书

熟分不高”。结合历年真题，可以发现人大法学考研试题有如下特点： 

((((一一一一))))    均为主观题。均为主观题。均为主观题。均为主观题。 

初试包括专业课和公共课，专业课的题型包括名词解释（6 题共 30 分）、简答题（4 题

共 60 分）和论述题（2 题共 60 分）。综合课为六科选五科，每科 30 分，题型为名词解释（每

题 5 分）和简答（每题 10 分）。 

((((二二二二))))    重视基础知识，关注学术热点。重视基础知识，关注学术热点。重视基础知识，关注学术热点。重视基础知识，关注学术热点。 

人大历年考研试题无论综合课还是专业课，考查比例最大的都是基础知识，并且在人

大版教材中都可以找到参考答案。这要求我们首先还是要认真研读教材，掌握学科整体理

论架构和重点知识，这样就足以确保在考试中能解答大部分题目，因此，提醒考生在复习

时不要好高骛远，轻视基础教材的作用。每年试题在重视基础知识的同时，也会结合当年

学术热点进行考查，因此，考生要特别重视人大老师的研究课题、重要讲座、在学术会议

上的发言以及近期发表的论文，这些都很有可能反映在当年考研试题中。 

((((三三三三))))    复习规划复习规划复习规划复习规划    

在民商法专业课方面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和公司法等在每年的试题中都会占很大

的比例，尤其是物权法和公司法最容易设计论述题。对上述部分可以花较多的精力进行复

习，收益肯定也是最大的，而民法总论、人格权、继承法、证券法等内容虽然分值不高，

但每年一定会涉及，所以也要有针对性复习。我是以“考点排除”的方式进行重点预测的，

即列出所有考点，将已考查过的知识点排除，再把剩下的知识点依据重要程度不同进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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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如 08 年民法总论考查了“私法自治”原则，那么 09 年“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

原则就需要重点学习。“排除”的范围不宜太广，人大专业课试题重复率较低，而综合课的

考点重复率较高，因此，综合课试卷所包含的每一学科的重点考试范围，也需要大家通过

分析真题加以总结，如法理学中关于法律解释的内容是每年必考的；中国法制史中西周、

唐代、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内容是常考的：而诉讼法中关于管辖、证据、证明的内容则是不

容易考到的地方。    

二、二、二、二、    复习体会及建议复习体会及建议复习体会及建议复习体会及建议    

((((一一一一))))    专业课专业课专业课专业课    

由于我报考的是民商法，所以就民商法专业课的复习有以下体会和建议： 

1.1.1.1.    重视基础概念体系。重视基础概念体系。重视基础概念体系。重视基础概念体系。 

人大考研试题特别重视对基础概念的考查，除了六个名词解释是直接考概念外，掌握

好基本概念也是解答简答题和论述题的一把钥匙。比如 08 年的论述题“试述无权处分的法

律效果”中，对“无权处分”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不同的物

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概念会有所区别，其法律效果也会有所不同。概念的总结应

以教材为基础，对于重要学科还应补充专注和论文中的相关概念。 

2.2.2.2.    分清主次，有的放矢。分清主次，有的放矢。分清主次，有的放矢。分清主次，有的放矢。 

民商法专业课考查的范围比较广泛，但有所侧重，从近年试题来看，民法的重点在于

物权法、合同法和侵权法，对这三科需重点复习，除了将教材上的基本知识熟练掌握外，

还要对老师的专著进行研究。在物权法、合同法上王利明教授的《物权法研究》和《合同

法研究》是必看的；侵权法教材以杨立新教授的《侵权法论》为主，王利明教授的《侵权

法研究》为补充，同时要多加关注张新宝教授近期研究的课题及关注的重点领域， 

商法复习参考范健主编的《商法》和赵旭东主编的《公司法》，这两本书基本可以覆盖

大多数考点。由于公司法以论述题的形式出现的可能性较大，所以需要重点复习。 

((((二二二二))))    综合课综合课综合课综合课    

综合课试题较为基础，我在复习过程中是以人大版教材为主，并且对每门课中可以出

考题的知识点都以考题的形式（名词解释、简答）做好了笔记，既有利于记忆又能够减少

在书本中寻找答案的麻烦，准确把握得分点，保证考试中大部分题目的答案都是经过自己

深思熟虑的。此外，人大综合课每年都会出几道教材以外的题目，如法制史的“保辜”、宪

法学的“庇护权”、诉讼法的“保释”等都是人大版教材以外的内容。我认为在这方面，来

胜考研班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辅导和帮助，特别是他们的任课老师大都有批改考研试卷的

经历，可以帮助考生迅速提升答题技巧掌握答题规范，并把知识点进行必要的扩充，让考

生在最后阶段有一个全面的提高和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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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公共课复习公共课复习公共课复习公共课复习    

((((一一一一))))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考研政治大纲》是最具权威性的资料，命题组以该书为出题依据，政治复习理想的

效果是将这本书记得滚瓜烂熟，须知政治试题大部分答案均来自于它，其他参考书仅仅是

帮助理解和记忆，切莫主次颠倒。另外，复习时需重视主观题部分，加强练习，事实证明

在政治考试中主观题比选择题更难获得高分。因此要想得高分必须做好主观题。 

((((二二二二))))    英语英语英语英语    

首先，要认真研究英语考研历年真题。真题是十分宝贵的资料，从中可以总结出题方

向和答题规律，为备考提供方向性引导。其次，考试时做题顺序也十分重要。个人认为可

以依阅读理解、大小作文、翻译、新题型、完型填空的顺序做题。因为考研试卷中，阅读

和作文占 70 分，先做阅读和作文可以确保这两道大题的做题时间和质量，尽可能在这两道

题目中多得分，也可以避免最后主观题做题时间不够的问题。 

总之，人大民商法学考研复习内容繁多，最好能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系统的复习，一

般半年以上为宜。当然，即使复习时间不够或复习效果不佳，也千万不要放弃。来胜考研

冲刺班在最后阶段的考点总结和心态调整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答题的规范技巧

上也使我受益匪浅，特别是民商法专业课，在短短的授课时间内对整个民法知识体系进行

了系统总结，让考生在知识上不致有遗漏的地方，能够更加自信的去迎接考试。 

最后衷心地祝愿大家考研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