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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李扬李扬李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毕业）    

考取：中考取：中考取：中考取：中国国国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学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学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学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学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    

    

阶段 科目 得分 

英语 60 

政治 71 

综合一 126 

综合二 96 

2009 考研成绩 
初试 

总分 353 

一场考试一场梦一场考试一场梦一场考试一场梦一场考试一场梦————————考研考研考研考研    

考研是一场意志、时间、金钱外加一点点运气的游戏，回望过去一年的点滴，庆幸自

己是闯过独木桥的幸运儿之一。在这里介绍一下政法大学专业课的考试，供后来者参考。 

一、“游戏”规则一、“游戏”规则一、“游戏”规则一、“游戏”规则    

政法的专业课分值比例分配为综合一 150 分（法理、宪法各 75 分）；综合二 150 分（民

法 50 分、刑法 50 分、诉讼法 50 分）。按投入和产出的比值计算，法理和宪法实在是太划

算了，书那么薄，却占了 150 分，毫无疑问，一定全力的拿下，尽量争取这两科的高分，

事实证明，只要复习到位，综合一是最容易得高分的；刑法脉络清晰，相对简单，而且与

司考题惊人类似，复习的性价比也很高；诉讼法则是因为其每年考的都很简单，虽然书很

厚，但是考的浅，性价比也较高；民法很厚，很难，考的也是难度颇高，拿下民法的成本

有些过高，所以要灵活的处理民法。 

二、“游戏“策略二、“游戏“策略二、“游戏“策略二、“游戏“策略    

电子游戏中时常会有 bug，利用好 bug 将会使游戏进度事半功倍。纵观试题的分布，会

一眼发现选择题是重头戏，做好选择题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对于综合一，由于大家复习

程度都差不多，简答、论述题差距不大，而且老师改卷会适当宽松，选择题的好坏决定了

综合一的成败，选择题丢分尽量控制在 20 分之内，否则对总分会影响很大。相比之下，综

合二的选择难度更大，民法题目，除了合同物权每年必考之外，其余涉猎甚广；刑法的单

选难度甚于司考；诉讼法题目大多直接考查法条和书本内容，相对容易，要尽量保证不丢

分。对于简答题和论述题，我建议复习好课本、理解好民法、刑法、记忆好诉讼法的法条。

因为民法内容庞杂，不可能全部记忆，就算全部记住，也不能保证做题会答对，只要理解

了民法的基本理论和内容，在考场上就可以自由组织语言表达；刑法考点重复率高的无以

复加；诉讼法的案例比较容易疏漏，多看结合案例看看法条或许是个捷径。 

三、开始“游戏”三、开始“游戏”三、开始“游戏”三、开始“游戏”    

开始考研时要制定复习计划，这可以督促自己高效的学习，整个考研复习过程大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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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三轮，具体的划分却要因人而异，需要结合自身学习特点和自身程度制定适合自己的

复习计划。大体而言，10 月份前最好完成第一轮，把课本、题目、笔记能找到资料的都看

一遍，争取把基本理论和知识都能理解；12 月份前，完成重点知识记忆的环节；1 月份之

前，自己系统回顾、做题、对于重点知识的熟悉程度，要反复的提升。如果能做到在一张

白纸上默写出所有科目的主要内容，那离考研的胜利也就不再遥远了。 

来胜考研冲刺班的宪法课程对我帮助最大，老师基本上把书上可能考到的知识点和线

索全部理清了，宪法的整体回顾让我对重要知识点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掌握，使我做到了

对知识的网络化、精细化的掌握。 

四四四四、复试、复试、复试、复试    

笔试过关只是考研的一部分，接下来还要准备，就复试问题，我简单介绍一下： 

复试是在蓟门桥下的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的，考前需要落实好住宿和路线问题，以

免耽误考试。 

今年的复试是在 4 月 18 日下午开始，先进行了英语听力的考试，题型是填空题和选择

题，分值分配为 4：6，填空比较简单，相反，选择很难，我几乎没有听懂。听力结束马上

就开始英语口试，口试老师比较和蔼，给分都不低，但也不要掉以轻心。 

第二天上午进行了经济法专业的面试，今年专业面试共分为三组，每组大约由 5 名老

师面试 20 个学生。 

第三天上午是经济法的笔试，答题时间比较紧。五个选择题，其余都是大题，考的范

围还算比较重点，没有偏题、怪题，要求对课本上的基本体系、制度灵活运用，同时还要

对现实中热点有自己看法。 

总之，愿苦心人天不负，待到来年得梦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