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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About - - - - - - - -
目前就讀於台大法研所商法組一年級，台大法律系雙主修政治系應屆畢

業，大學拿過一次書卷，因為雙主修之關係，成績約中上。於今年陸續考上

台大法研所商法組、高考法制、律師、司法官二試。自 2017 年 7 月開始正

式準備，有和人一起買高點函授、高點一二試總複習，但沒有全部都看。

2018
律師（財稅組）榜首

鄭仰博
司法官及法制考取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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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取心得

壹  各科準備（以司律為主）

一、民法

㈠	書籍

	 王澤鑑 - 民總 - 債法原理 - 侵權行為 - 民法物權 - 不當得利

	 高點 - 張台大債編兩本

	 高點 - 徐律師民法物權

	 陳聰富 - 侵權行為法理論

	 黃詩純 - 身分法上課講義

	 學稔 - 張璐 - 債編題型破解

	 學稔 - 唐浩 - 物權題型破解

	 保成 - 林青松 -3Q 身分法破題書

㈡	建議

	 民法的部分，主要是以王澤鑑、陳聰富的書打底，並以高點張台大的

函授為複習基礎。我認為民法範圍過大，自體系結構開始歸納會比較

好，不然自第一條念起，在現行司律考試十分靈活以及不確定考點

下，不夠變通便沒辦法答好考題。解題書部分，張璐的債編題型破解

常以陳忠五老師之風險的觀點出發去解題，我認為這是非常適合用來

處理那種「你不知道他在考甚麼的題目」。

	 身分法以黃詩淳老師的講義為主，老師教得很好，講義也寫得很好。

二、憲法

㈠	書籍

	 讀享 - 植憲 - 憲法必背釋字精研

	 讀享 - 植憲 - 憲法解題書

	 學稔 - 姚明 - 憲法題型破解

㈡	建議

	 憲法的部分由於雙主修政治系，因此上過湯德宗大法官的憲法，老師

的課程在現在掛於台大開放式課程網，上的很不錯，並側重權力分

立。憲法主要是以釋字為核心，輔以解題書，我個人用了兩本解題書，

植憲是以非常正式的寫法也就是說會直接引釋字來寫；而姚明的是以

你在考場寫得出來，相較而言比較白話，我覺得各有優缺點，但是兩

本都看能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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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法

㈠	書籍

	 高點 - 艾台大上課講義

	 植憲 -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上）（下）

	 周董、周凌 - 題型破解

㈡	建議

	 由於大學行政法學得不甚扎實，因此是以高點函授打底，再看植憲行

政法必備概念建構（上）（下），植憲的書比較有多的學說見解，因

此在新制司律考試中，有助於論述學說見解對比實務見解，考卷上的

東西會比別人多一點。

四、刑法

㈠	書籍

	 王皇玉 - 刑法總則

	 盧映潔 - 刑法分則

	 讀享 - 周易 - 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

	 周易粉專的實務補充

㈡	建議

	 刑法基本就是要在題目中開對法條，並在其中嵌入刑法總則中的爭

點。多做題目或是多看題目，抓住爭點才知道、熟悉在考什麼，主要

參考王皇玉刑法總則、盧映潔刑法分則；另外於考研時有參加刑法讀

書會。

	 周易老師常在粉專發文，對於思考題目的幫助，非常有用。

	 另外很推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這本我是在快考試的 9 月才

買，但是他是能夠讓你快速記憶刑法刑分的考點，且有答題模板，對

於刑法有些概念非常抽象無法表達時，能夠很清楚知道應該要寫什

麼。

五、刑訴

㈠	書籍

林鈺雄 - 刑事訴訟法上下

高點 - 金台大講義

高點 - 黎台大 - 刑事訴訟法實戰解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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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頁粉專的實務補充

㈡	建議

	 刑訴目前還是偏重實務見解，故了解實務上的判決是非常重要的，由

於林鈺雄老師是德派	因此國考注重實務見解與美派見解，我個人蠻

推薦言頁老師的粉專，老師真的很努力幫可憐的考生準備實務見解，

像是值得參考判決大意之整理，就是給予時間有限之考生一個快速閱

覽之利器；另外考前猜題意是有命中到考點，因此推薦給之後的考生。

六、民訴

㈠	書籍

	 沈冠伶 - 上課 PPT

	 許士宦 - 民事訴訟法講義上下

	 喬律師 - 民事訴訟法上下

	 薏偉 - 這是一本民訴解題書

	 沈老師與許老師的文章

㈡	建議

	 民訴因為有考研究所，所以主要以台大老師的書、上課講義或是文章

打底，關於爭點整理、既判力之範圍等特定爭點熟稔，再輔以喬律師

民事訴訟法上下把比較冷門的地方看熟。解題書以薏偉的這是一本民

訴解題書為主，就準備國考而言，這本書不只會解題，還會帶入特定

觀念、推薦文章且會以詼諧的語句，使得讀書時能會新一笑。

七、商事法

㈠公司法：

1.	書籍

	 王文宇 - 公司法論

	 曾宛如 - 公司法制基礎理論再建構

	 楊翰、齊軒 - 題型破解

	 祁明 - 公司法修正講座講義

2.	建議

	 今年因為公司法修正的關係，因此主要以修法的研讀為主。

	 大三時以王文宇老師的公司法論打底，考研時以曾宛如老師的文章

及上課筆記為主，另外輔以老師出版的公司法制基礎理論再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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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修法部分，看了祁明老師的公司法修正講座講義	讓我獲益良

多。

㈡保險法：

1.	書籍

	 汪信君與廖世昌合著 - 保險法理論與實務

	 葉啟洲 - 保險法實例研習

	 珍秋、筱正、高宇 - 這是一本保險法解題書

2.	建議

	 因為考研的關係，以汪信君老師見解為主；法研後以葉啟洲老師打

底，念研所比較不重視的部分。

㈢票據法

1.	書籍

	 高點 - 俞台大上課講義

	 高點 - 賴政大票據法

	 學稔 - 吾猛龍 - 票據法題型破解

2.	建議

	 大學時未修習票據法，暑假時以高點俞台大打底，並輔以賴政大的

書，解題書的部分推薦吾猛龍	票據法題型破解，解題清晰，見解

適當。

㈣證交法

1.	書籍

	 高點 - 伊台大上課講義

	 劉連煜 - 新證券交易法實例演習

	 曾宛如 - 證券交易法原理

	 學稔 - 黃程國 -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2.	建議

	 證交法主要以劉老師以及曾老師兩本書為主，並輔以證券交易法題

型破解，證交法題目蠻固定的，所以我推薦題型破解，幾乎所有題

型均有涉獵到。

八、國文：

公文看高點楊昕的公文，未準備選擇及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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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選試財稅法：

㈠	書籍

	 高點 - 念台大上課講義

	 讀家 - 夏敬 - 這是一本財稅法解題書

	 學稔 - 大寶 - 財稅法題型破解

㈡	建議

	 大學只上過葛克昌老師的財稅法，但除了報告部分外，都沒有唸過。

我是以高點念台大函授打底，輔以夏敬、大寶解題書。我認為財稅法

本身比較偏向公法，例如注重大法官釋字、稅捐法定主義及行政程序

法之特別法：稅捐稽徵法等。大寶的題型破解比較適合初學者、念過

一遍要做複習的人，因為題目較淺而夏敬適合熟讀基本財稅法的人，

夏敬會改編老師的文章或是大法官解釋，藉由夏敬的書能承先啟後，

更加精進對於稅法之理解，因此兩本解題書之差別在於難度問題，但

憑讀者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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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取心得

一、準備過程

我 7 月到考研前，主要準備民法、民訴、商法、刑法（考研科目），11

月起因為六日都有讀書會，因此每天都是早八到學校念書或是參加讀書

會，念到法圖關門約 9 點半，回家後再念點書，約 12 點睡。

考研後休息一陣子，3 月中開始準備公法、稅法及刑訴，中間略念家事

事件法及保險法。7 月考完高考法制後準備一試，一試完後開始大量念

解題書、蒐集最高法院值得參考判決（推薦言頁、賴川、周易、祁明粉

專）、最近時事及釋字、及練習寫國考考古題到考完為止。

2018.7-9：

看完民法、商法、刑法的高點函授，並且念過一遍，算是打底。並念許士宦、

沈冠伶老師的民訴文章或是相關書籍。

2018.9-10：

看完民法身分法、民訴

2018.10-1：

再複習商法及民法，在此期間亦有讀書會之不同進度。

2018.1-2

主要以各科文章做總複習，考完後休息到放榜。

2018.3-7

看完公法、稅法及刑訴的函授，並複習一次。

2018.7-8

7 月初考高考法制，之後專心準備一試，主要是寫考古題及看高點小六法背誦

2018.8-10

一試完後開始大量念解題書、蒐集最高法院值得參考判、整理最近時事及釋字、

及練習寫國考考古題到考完為止。

校廣特刊.indd   8 2019/2/21   下午 03:18:12



9考取心得

二、司律一試準備

一試我是自 7 月初考完高考法制才準備的，但是因為高考法制也需要背

法條，因此有略為背一點法條。一試主要是過了就好了，我看高點一試

總複習完後並沒有再買一些別的模擬題來練，只有練考古題，另外我認

為可以棄保一些只有一試有但是二試沒有且出題難以在短期掌握，例如

國際公法、法英；相對而言，好準備的有國私、法倫。

三、司律二試改制因應

司律自去年改制為一題 100 分之題型，異於之前的四五題類似爭點式考

題，新制並需輔以學說、實務見解以及個人見解。我認為這個改制有利

於考過研究所的同學，因為研究所的準備需要深入研究學說見解，以及

和實務見解不同之處，例如民事訴訟法就最高法院 61 台再 186 判例、

96 年台抗 47 裁定，和台大老師見解頗有不同，就是日後在國考可以論

述的地方。另外我認為，現在考試無法像之前一樣直接函攝題目，而是

需要自「大前提」開始交代；寫 100 分題時須一一交代爭點加上論述，

所以在準備時就不能只看一家之言，亦需要推導原因以及邏輯思考。

以民法為例，司律考試重視你念的能不能應用在考試上，相較於高考法

制，司律是非常活的，當你看到不熟或是無法套用任何法條時，你平常

的邏輯推演或是有思考過條文應用就可以知道要寫甚麼答案比較適合；

像張璐解題書以風險去分析題目，就是一個很好的解題路徑；另外我認

為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能讓你快速抓住爭點，或是告訴你哪邊要

擴寫或是縮寫，是一本很好適應新制的解題書。

四、其他事由

考試會從早 8 到晚上 7 點，但是你會很專心到沒注意時間的流逝及手痠

（除非你不夠專心考試），考試前須注意一題一本答案紙（明年不知

道）、原子筆的選用、立可代的用完，考國文須帶 2B 鉛筆等基礎事項，

不要忘記導致影響考試心情，雖是小事但是十分重要；另外考前一定要

計時練習考古題。因為雖然題目減少但是還是寫得非常趕，比研究所考

試還趕，研所是100分（分數）配100分鐘；國考拿公法為例，200分（分

數）只有 180 分鐘寫，因此需要事先規畫寫作時間。

最後謝謝所有幫助我的人，也希望看完這份心得對你（妳）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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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About - - - - - - - -
112 法律應屆畢業，法研所民法組一年級。大學拿過三次書卷獎，但基

本上以前念書方式都是期中期末考大抱佛腳一波，短期記憶、考完就忘；所

以從大三生大四暑假全部砍掉重練，並且幾乎完全沒參照過去上課的筆記。	

2018
律師（海海組）榜首
司法官第四名

翁禎翊
考取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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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時程規劃

2017 年 7-8 月

目標設定台大法研民法組，所以到二月研究所考試前專攻民法、民訴、商法，

還有刑法。刑法有念，但不加權，所以就比較隨便，抱持著有 30 分就好的心態。

七月的第一個禮拜一開始唸書，覺得民總太遙遠而且略無聊，所以選擇較複雜、

大學自認沒學好的債總一（契約債）開始唸起。到八月底將民法念到物權結束，

同時也將刑總勉強算是看完。

2017 年 9-10 月

八月底念完上面的進度，就接連和高中同學、大學同學出去玩，一路爽到九月

中開學。開學後念身分法和民訴，到十月底順利念完親屬、繼承編，民訴則念

完台大法研著重的一審程序，還有再審、第三人救濟。

2017 年 11 月 -12 月初

狂攻商法四科。時程分配是公司法兩周、證交法一周、保險法一周。大學沒修

的票據法則花了一周將近兩周的時間。看起來時間很短很倉促，後面在準備大

方向的部分會說明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念完。

2017 年 12 月中 -2018 年 2 月初

十二月開始回頭搶救刑法，從刑分接著念，但發現刑總基礎很慘很多地方念不

下去、痛苦到死，所以也會約略回去翻翻刑總。不時和考刑法組的同學求救，

請求開示。 十二月底、跨年前開始狂刷民商法還有民訴的文章、做摘要（沒人

和我分工，靠自己），必要時複習熱門常考但又易忘的章節。 除了台大法研所

以外，另外報了政大法研財經法組練筆。台大的英文放水流，政大選考日文，

仗著自己 N1 實力考。

2018 年 2 月底

二月初考完研究所後盡情耍廢了兩周，過年完開學到 228 前，把研究所考前覺

得爛到不能再爛的刑總全部重刷一遍。同時算是慢慢抓回念書的感覺。

2018 年 3-5 月

三月研究所放榜後，開始念之前沒念的考科。主要時間放在行政法和刑訴，同

時補齊台大法研不會考（?）的民訴二三審程序，還有姜派的證據章節暗器。

2018 年 6 月

六月初念憲法，六月中和底搭配學校選課的海商法期末考念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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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七月初念家事。同時開始使用部分解題書，看心情，包含民訴、刑訴（因為比

較厚），還有保險、票據（因為比較不熟）。七月中和底全力衝刺一試，每天

刷考古題對答案檢討，公司證交的法條有數字的給他大硬背。

2018 年 8-10 月

八月初考完一試放假一個禮拜。一周後開始二試衝刺，就是讀各科的解題書（個

人解題書使用方式詳後述），精讀的解題書包含：行政法、刑法、刑訴、保險。

挑章節讀的解題書包含：民法債編、物權編、憲法、票據。隨便看看的解題書：

民訴、證交、身分法。沒有使用解題書：公司法，但把心力放在修法對照和精熟。

另外還花了兩三天讀完海洋法。考完司法官二試後感冒休息兩天，接下來一天

複習海商、一天複習海洋，最後一天翻翻法典上的便條，睡飽去考律師二試。

貳  準備大方向

免責聲明：每個人念書方法不同，要以自己習慣的方式為主，或者不斷

摸索適合自己的方法。所以以下內容僅供參考，不可盡信模仿 XD

一、打底書閱讀方式：轉化成自己的體系表

打底期間為自己每天設定的目標就是念 50 頁的書，當天如果有少，隔

天就補回來。第一次念的時候會將書本內容完全理解，然後轉換成自己

的筆記，筆記內容以樹狀圖的體系表為主，並將爭點標註在體系表下相

應的位置。（不使用任何打底書提供的體系表，因為那是別人畫的，終

究不是靠自己邏輯推理歸納而來，容易忘）。	每天筆記寫完就收工，

不強迫自己要完全記住，否則太違反人體工學。等到整個科目告一段

落，再讀第二次，但完全只讀自己的筆記，除非有疑問才回去對照打底

書或其他資料。第二次就比較辛苦，要強迫自己像考學校期中考期末考

一樣把東西狠狠塞進腦中，初期很辛苦，但研究所考完後到了下半年因

為掌握訣竅，輕鬆非常多，這留待最後一部份其他提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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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題書使用方式

先解題再對答案	衝刺二試最後一兩個月只看解題書，除非有疑問才回

去翻打底時期做成的筆記。除了把特定幾本解題書當打底用以外（就是

特別神的解題書，留待後面書單詳述）。

通常會準備一疊背面空白的廢紙服用解題書，看完題目自己寫架構，安

排好這題先寫什麼再寫什麼（等於實際解題），反覆增進答題的層次感，

同時也可以逐漸降低往後看到題目知道考點但不知從何寫起的窘境。還

有透過這種方式各家學說見解、涵攝內容都想一遍，東西就是自己的

了。架構大綱解完，對答案，漏掉或錯誤的地方記下來。

三、法典上的便條

把特別重要或新穎、打底沒讀仔細、解題一錯再錯的爭點和見解濃縮在

便條上，貼在分科六法。分科學六通常還有實務見解，特別詭異或自己

想不到的帥話螢光筆畫起來。考前最後幾天就熟記學六上自己的東西就

好了，安定一下信心。考前最後一個禮拜、兩三天、考試當天還能讀很

多書都騙人的。

四、一試衝刺

怎麼準備？強烈建議七月初自己寫一次去年的考古題，計時裸考。發現

自己能輕鬆拿到 4XX 的分數，大概知道自己實力在哪，於是沒打算要逼

自己很痛苦的背法條（事實證明今年全改成單選後，用準備二試的方法

cover 一試就很足夠了）。但是七月中開始還是有好好刷考古題，102

到 106 全部計時寫一遍，而且要強迫自己時間縮短，避免考真的試另外

要畫卡、還有緊張或其他突發因素。像是實際考試，我的民法民訴寫到

最後一題畫完卡剛好打鐘，真的嚇爛。	雖然沒花太多心力在選擇題上，

但是但是，就是這個 but，公司證交的考法還是很賤，什麼幾日幾 % 的

數字還是考前一周乖乖背他，票據法的承兌、參加承兌等狗屁冷門章節

也是背背背。短期記憶，這些沒用的東西，考完八月初可以馬上丟掉。

其他八輩子沒碰過的科目，首先是國際私法，CP 值極高，涉民法給他

每條都搞懂、記得他的邏輯然後背起來，可以答對超過 87% 的題目。強

制執行法我沒有學，但據說修許老ㄙ的強執對一試幫助不大，覺得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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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班還算不錯，四小時教會大部分重要強執的重要概念，可以至少

看到題目不會四個選項都看不懂，提高 25 至 50% 的猜對機率。法律倫

理的話，摸著你的良心，選最強人所難的那個，不要浪費時間看這種法

條，我連去口試都沒什麼看。國際公法和法律英文沒有救，上了高點總

複習班也不會有，大海撈針喔。

五、二試各科書單、讀書細節前情提要

採取折衷的一本書主義。也就是打底書原則上只用一本，並如同上面說

的，將該本打底書轉換成自己的爭點地圖、體系表。然後再輔以其他學

者文章或實務見解整理的書籍，進一步將更多小細節填補充實。最後另

外用解題書培養解題手感並做最後複習。

㈠	憲法

1.	書籍

	 讀享 - 植憲的憲法解題書

	 學稔 - 憲法題型破解

	 學稔 - 釋字最前線─年度必考釋字解析

2.	建議

	 植憲解題書大推，直接把他當打底書了。反正重要的就是釋字，每

種基本權都整理一兩個代表性的字號還有帥話，考前兩天當咒語

背，考試當下如有神。姚明的憲法題型破解只是買來心安，最後幾

天狂練習違憲審查架構的，所以也只有把基本權利的部分掃過。權

力分立的部分比較辛苦，所以盡量把重要的釋字簡單摘要貼在學六

上，比如釋字 520（核四預算停止執行）、613（NCC），之類的，

大概也只有一試會考，二試賭他出了，就用核心功能理論自己當場

掰。（事實上好像也沒有二試考權力分立）。	霸告的釋字最前線

算是神書，整理當年度最近的十幾個釋字，還有各個大法官的意見

書。我都把它當作睡前讀物，看懂故事（聲請事實），還有各種老

人吵架（意見書），然後把很厲害的意見書論述記下來（通常是學

者大法官，比如詹森林老師和黃昭元老師，對於其他實務大法官不

要有過多不切實際的期待）。

㈡	行政法

1.	書籍

	 李澤講義 ABC 三本

校廣特刊.indd   14 2019/2/21   下午 03:18:12



15考取心得

	 李建良老師 - 行政救濟法上課體系表

	 學稔 - 必考實務熱區行政法

	 學稔 - 行政法題型破解

2.	建議

	 李澤 ABC 因為我沒有保成函授，所以是去台大法學院正對面，傳

說中老闆長得很像王文宇老師的影印店印的。（這家影印店是司律

搖籃、推手，上岸的大家自然懷抱感念之心、絕不過河拆橋，應該

永遠不會被抄）。只看書的內容就超級充實。行政法必考實務熱區

真的大推，複習熱門且重要的爭點，而且各家學說實務整理非常精

簡，根本可以直接作為答題模板。雙周的行政法題型破解應該向來

大家的評價是疑義甚多，但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而且我公法也很

爛大學根本沒去上課，所以就還是乖乖唸完他。

㈢	刑法

1.	書籍

	 王皇玉 - 刑法總則

	 顏聖 - 刑法總論

	 撲馬 - 刑法分則 Q

	 學稔 - 必考實務熱區刑法總則

	 學稔 - 必考實務熱區刑法分則

	 糕點 - 榮律師透明的刑法解題書

	 林鈺雄老師沒收相關文章

2.	建議

	 升大四暑假剛開始唸書的時候用皇玉的刑法總則，結果超痛苦，因

為大一刑總是學黃榮堅老師的，二階體系、不採客觀歸責理論、單

一正犯理論，讓我要轉換成通說體系異常痛苦，所以讀的一團糟。

後來考完研究所刑法砍掉重練，讀顏聖（薛老師 ^^）的刑總，雖

以通說為主幹，但註釋完整補充、對照了黃榮堅老師的見解，終於

才讓我融會貫通。刑分的話，撲馬在我心目中那本真的是神書，全

部以案例講解為主，但體系層次分明，很快速讓人進入狀況。特別

是財產法益、國家法益的部分只能大推。撲馬這本書把通說實務見

解介紹的很詳實，然後有很多老師自己的想法意見，二試真的好

用。	總之刑法是一科重視論述生命力的考科，身為民商法組學生，

沒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所以原則上就是把書看懂，然後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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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採最簡單最直覺的見解（通常都是黃榮堅師的見解，老師批評通

說的帥理由記下來，寫在考卷上真的就是猛），分數都異常漂亮，

和實務結論不同似乎完全無妨。台大法研所我的刑法 75 分，律師

二試 100 分拿了 85.5，大概這樣。

㈣	刑事訴訟法

1.	書籍

	 學稔 - 林肯刑事訴訟法體系書上、下

	 薛智仁、謝煜偉老師上課講義

	 高點 - 黎律師刑事訴訟法實戰解題書

2.	建議

	 林肯這本東西極淺，好處是體系分明，可以快速進入狀況降低恐懼

感，然後每個章節後半的重要實務整理非常清楚、方便記憶。但缺

點就是爭點講解不夠深入（雖然刑訴每個爭點好像都是實務怎麼說

最重要），所以另外拿了兩位年輕老師的見解補齊。薛薛和寶寶批

評實務的帥話真的也是很精彩很猛，二是我大抵是把實務見解完整

寫出來，不認同的地方就引兩位老師的意見，都拿到很高的分數。

司法官二試 100 分拿 65 分，律師二試 100 分拿 71。黎律師這本是

神書就不多說了，是我覺得寫得最好的解題書之一（另一個就是張

璐民法系列）。從頭到尾幹兩三遍，爭點和實務見解都會很熟。

㈤	公司法

1.	書籍

	 保成 - 蕭雄公司法伏

	 學稔 - 修法最前線公司法

	 曾宛如、王文宇、邵慶平、蔡英欣老師近十年全部文章

2.	建議

	 剛修法完一切動向不明的一科，不過因為考研前讀完曾老師、邵老

師的文章頗有幫助，對於修法也不會太陌生恐懼。二試幾乎沒放心

力在這個考科上，幫最多忙的是我的摯友、曾老師助教雷台大的考

前猜題，命中率 100%。等他還有另一位摯友烜台大出版公司法解

題書拯救世界。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像樣的公司法解題書……至於修

法最前線那本，排版整理很清楚，但只適合作為一試法條記憶的用

書。幾乎沒有什麼論述深度可言，別肖想讀了那個就能應付二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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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證交法

1.	書籍

	 學稔 -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學稔 - 黃程國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

	 曾宛如、邵慶平老師全部文章

2.	建議

	 證交法題型破解神書，可以直接當作打底書用。比較不足的地方是

公司治理的章節，稍嫌混亂，需要看曾老師的文章補齊；本來這只

是台大法研愛考的部分，今年司法官二試竟然也出（獨立董事、審

計委員會），賺。

	 黃程國的書我是二試用來快速複習爭點、練習解題用的。	

㈦	票據法

1.	書籍

	 學稔 - 票據法題型破解

	 高點 - 林律師票據法解題書

	 曾宛如老師上課講義

2.	建議

	 大學沒有票據法基礎異常痛苦，又不想花時間念厚到爆的打底書

（五六百頁然後只有司法官二試考一題，這種 CP 值鬼才要），所

以借了曾老師的筆記搭配題型破解從頭建立自己的體系。

	 	 台大法研的票據法近來都是念了也沒什麼狗屁用的，國考的

話掌握好發票和背書的部分吧。但一直都有不念票據還是通過司法

官二試的，自行斟酌，反正夕陽學科（?）

㈧	保險法

1.	書籍

	 汪信君老師上課講義、近十年全部文章

	 讀享 - 這是一本保險法解題書

2.	建議

	 考研的時候完全只念汪師的見解，偏邪說，和通說大相逕庭。所以

考二試時用讀享的解題書補齊，只能說這本書整理的超好超神，甚

至比較適合當打底書。分量適中，整理的也很清楚，可以迅速和汪

老師的體系接軌而不會混亂，只能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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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民法

1.	書籍

	 陳聰富 - 民法總則

	 高點 - 張律師民法債編 I、II、物權

	 高點 - 侯律師身分法圖說

	 學稔 - 張璐債法題型破解

	 讀享 - 張璐物權法有聲解題書

	 保成 - 林青松 3Q 身分法解題書

2.	建議

	 詹森林、陳忠五、陳聰富、吳從周老師近十年全部文章

	 考研前花了很多時間了，二試就幾乎裸考這科，只有稍稍把張璐的

兩本解題書看一看。只能說張璐的民法系列，是神作，是我心目中

最好的解題書。大前提講解清晰、同時充分掌握了大師級老師近來

發表的文章，至於小前提涵攝充分、完整運用題幹資訊、而且絕對

是時間內寫得出來的。很厲害，希望坊間的解題書都有這種水準，

和黎律師的刑訴解題書一樣，不然很像在騙考生錢。	

㈩	民事訴訟法

1.	書籍

	 許士宦 - 民事訴訟法口述講義上、下

	 沈冠伶老師上課講義

	 陳瑋佑老師非訟事件法上課講義

	 許士宦、沈冠伶老師近十年民訴、家事全部文章

	 讀享 - 喬律師民事訴訟法上、下

	 讀享 - 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讀享 - 喬律師家事事件法焦點掃描

2.	建議

	 要考台大法研民商法的人，建議不要用喬律師當打底書。喬律師沒

有更新許老師最新的見解（既判力執行力擴張的部分），考台大法

研會……不太妙，爭點整理的部分也搞得稍嫌複雜，看許老師的口

述講義反而架構簡單好記憶。啊爭點整理也不是看看就會，重點是

親自寫，寫到爆、寫到晚上睡前都還會默念那個順序：最上位爭點

整理、是時上爭點整理 blablabla。然後要給有上台大法研民商的

人看，架構大家都會記，但涵攝是真功夫，老師應該不是吃素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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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風扇改考卷的。然後，喬律師上下兩冊絕對還是好書，適用者如

下：一，沒有要考台大法研民商法的人，畢竟事實上不存在任何更

好、體系更清楚、內容更好理解的打底書。二，台大的大三學生，

不想聽邱老師早八傳教，就把喬律師附錄的邱老師學說精要看熟、

搞懂，再去考大三上第一次期中考。這是當初學長教我的，事實證

明非常有效，因為喬律師把邱老師八周的精神講話濃縮成幾十頁書

面整理，是通曉咒語的第一步。咒語不是用背的，是用感受的，融

會貫通了自然會理解邱老師的厲害，知道什麼時候用什麼咒語、信

手拈來、然後能自己推理出所有答案。邱老師精神講話點名我都沒

有到，都在沒要救的冬日被窩之中，但現在也活得好好的，供大家

參考。最後第三種適用的人，沒讀過姜派證據法暗器的人，喬律師

整理的很清楚，基本上就是也是理解姜老師陰魂不散的咒語而已。	

至於喬律師的家事事件法，好的沒話說，邱派法理操作極為正確精

緻，而且薄薄一本很容易讀完，CP 值有點太高。

�	海商法、海洋法

1.	書籍

	 高點 - 辛律師海商法爭點圖說

	 學稔 - 海商法與海洋法題型破解

2.	建議

	 如果有人問我考勞社法組或智財組，推薦哪本書，我會告訴他考海

海組。這科 CP 值極高，而且極容易速成，我把辛律師那本看完不

到一個禮拜，很薄很薄，不到 200 頁。海洋法的話，甚至直接把題

型破解當打底書念，反正就是一堆申論題，只要知道法條在哪，全

部抄上去再涵攝事實，就成了。題型破解我甚至沒有看海商法的部

分。而且國考的海商海洋法真的是不忍說，真的是在考大家有沒有

翻過法條而已。

�	國文、公文、作文

	 不要浪費時間在這種垃圾上。公文搜尋青草茶，雖然我狂背了格式，

一樣 20 分只拿 7 分。作文沒辦法，第一天的晚上當放送，把想講的

話一次噴上去就對了，畢竟不像專業科目要引法條、甲說乙說還要有

憑有據。司法官的作文題目杜絕詐騙，爆寫快 2000 字，寫到後來我

都覺得自己是反詐騙大使。國文選擇題記得帶 2B 鉛筆，不然就會獲

得現場搭訕隔壁考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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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其他提醒

用Ｑ＆Ａ呈現，這些問題也是我內心過去一年半來的各種疑惑

一、需要補習嗎？

我只有上高點的總複習班，而且刻意選面授的。因為個人讀書習慣是自

己弄懂，從小到大都是，我從高中開始就沒什麼在鳥學校老師的，除非

老師教得非常好（比如阿周師、寶寶師、漾漾師、瑋佑師），不然一直

覺得自己念書比較快、也可以配合自己的作息步調。當然自己念書時有

意識到，如果我有認真上過的科目，複習起來輕鬆很多……，所以要不

要補習這個問題取決於：個人讀書習慣、是不是光看書面文字就能理解

複雜抽象的內容？如果可以，那可以不要浪費錢和時間，畢竟上了課沒

讀進去，東西也都是老師的；如果不行，那還是不要對自己有過分的自

信。	我去上總複習班比較像補心安的，就是坐在那邊聽複習，然後發

現有書上沒有讀到過的東西，才會稍稍動筆。後來補習還多了一個功能：

讓自己逃離圖書館，可以用聽的就好，不然整天繃著神經關在圖書館瘋

狂衝刺，真的有快悶水溺死的感覺。而且我都會去北車新光三越地下的

超市買打折的日式便當，邊上課邊吃，小確幸。至於所有總複習補習班

的講義，我幾乎沒畫記，上完課也幾乎沒看第二次，除非真的講到我自

己沒念到的東西。

二、要念教科書嗎？

答案是不用，如果單就準備國考而言。如果教科書真的那麼神，那麼坊

間就不會有那麼多自救用的打底書、解題書了。事實證明，國考這個東

西不僅是比誰讀的深、讀的廣，更重要的是要短時間內寫得出來、寫得

好。要記得自己現階段是在考試不是在作研究。所以迷信大師經典結果

發現不適合自己，看到考題還是不知道從何下手，那還是沒用。比如說

大家很推得皇玉刑總，我真的不行；換了顏聖才死灰復燃。所以去選最

適合自己的書，不適合果斷換，寧願多花 365 元也不要多花 36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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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組讀書會嗎？

只有參加考研究所的讀書會，好處是每周練習手感，然後寫錯的、自己

不會而別人講對的，會特別有印象，自然而然記下來。最重要的是，如

果有經驗的學長姊幫忙一對一檢討考卷絕對會進步突飛猛進，就和上面

說的一樣：這種考試，技巧可能更勝於知識本身。	國考就沒有讀書會

了，當時有點擔心，不過後來照著自己的步調也活得好好的。好處是時

間安排彈性，缺點是沒有特別一個時段逼自己練習考卷、將整理好的筆

記確實塞進腦袋裡，需要一點自律和自覺。

四、要念文章嗎？

只有研究所考科（且不含刑法）有念文章。後來覺得念文章的好處不是

猜對老師的考題和暗器，有時候讀到反而會寫的沒那麼好，因為會一時

喜形於色跳步思考，反而瑕疵意外的多，分數也因此中規中矩沒特別漂

亮。我的法研所民法就是如此，兩大題的文章我都讀到過，但分數只有

50……	念文章最大的好處是：一，複習重要爭點，會被老師討論的，

就是重要的東西，如此也會知道哪些東西該把握，哪些東西可以放掉。

二，感受老師的思考模式、熟悉老師的論述方式，這樣面對自己不會的

爭點，可以逐漸知道如法炮製，當場推出能看甚至精彩的結果。很喜歡

高點程政大老師說的話：當你在寫考卷的時候，就是當事人把案子丟給

你，你要覺得自己是法官，你說的算。法官也不會什麼都看過，假想自

己阿周、聰富、忠五或詹大法官附身，用他們的視角看世界，然後得出

說服的了的自己的結果吧。

五、書讀了會忘怎麼辦？

如果沒有這個問題，那代表你應該有記憶吐司，應該也不用在這邊考律

師司法官了。我覺得自己甚至是到了研究所考完，距離二試剩下半年的

時間才逐漸克服這個問題──既然不可能把書背下來，那我就把我自己

推理不出來的東西記下來就好。這樣就減少了記憶的份量。這件事是考

研究所前聽學長檢討考卷意識到的，但具體實踐起來，如何取捨，其實

真的需要時間……	具體來說，既然每個考題是一個個爭點構成的，那

麼我就只記有哪些爭點（這時就反映出體系表、和爭點在體系表的何處

多麼重要了）；每個爭點可能會有甲說乙說折衷說隨便亂說你們都搞錯

了這根本不是問題說……等等，我只特別去記我自己想不到的論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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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我自己當下想的到的理由，就代表這我已經是我的東西了不要再特

別花力氣，考試時用自己的話把它說出來就行了。	這個讀書方法搭配

看文章就能凸顯他的實益，因為當掌握了老師的思維模式，自己能推理

出來的東西就會變多，要記的東西相對的也會變少。而我的法條本上就

是貼我會忽略的爭點，或一直記不起來的帥話和理由。

六、睡很晚怎麼辦？

我就是這樣，根本客觀不可能早八出現在圖書館念書。習慣的作息是睡

到自然醒，大概十點半十一點，然後直接吃午餐，大概十二點開始唸書。

然後一天念到五十頁就收工，通常是六七個小時。而且超過這個時間，

我也會開始精神渙散，考研究所前就是讀文章來延續念書時間、降低痛

苦感，考國考前則是去高點上課。	相信自己的生理時鐘是最重要的，

強迫自己做自己做不到的事，那麼書也會唸不進去；欺騙自己早起能念

書，不如想辦法讓自己確實能夠念書。

七、讀不下去怎麼辦？

就放自己假，不要念書，去把內心那件事盡快解決。睡覺逃避、耍廢看

劇、流眼淚躲起來什麼都好，等到平靜之後反而會有種：該振作了，最

絕望的人是最強大的喔，這樣的感覺。	同樣一句話，考試是要想辦法

欺騙老師我有唸書，但不是欺騙自己有唸書。

八、考前要幹嘛？

我一直覺得反覆塞知識進腦袋是很痛苦的事，違背人體工學。所以考研

前就看文章，考國考前就瘋狂解題目，特別不熟、易考的地方才會去讀

筆記或打底書。	考前幾天的話想辦法讓自己心安就好。考前一天，去

年司律應屆三榜兼勞社榜首的許O翔學長告訴我：XX，然後睡覺。沒錯，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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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About - - - - - - - -
台大法律系應屆畢業，現就讀台大法研民法組碩一。大學時期大部分科

目都有認真聽課，但因為平常沒有讀書習慣，所以都期中期末考當週熬夜速

成，雖然成績有維持住，但其實學問基礎並不扎實（ˊ。_。ˋ）

2018
律師（智財組）

高廷瑋
司法官探花考取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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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準備時程

一、106 年 7 月底～ 107 年 1 月－以台大法研民法組為目標

 ㈠ 106 年（下同）7 月底～ 9 月中：民總、債總、刑總

 ㈡ 9 月中～ 10 月：債各、物權、刑分（個人法益）、公司法

 ㈢ 11 月：民訴、公司法、票據法（總論）

 ㈣ 12 月：刑分（國社法益）、民訴、保險法、證交法

 ㈤ 107 年 1 月：身分法、票據法（各論）、證交法

二、107 年 2 月～ 107 年 4 月

 研究所考試、過年、出去玩 :. ﾟヽ（*´ ∀ `）ﾉﾟ .:

三、107 年 5 月～ 107 年 10 月－以司律國考為目標

 ㈠ 5 月～ 7 月中：刑訴

 ㈡ 7 月中～司律一試（8 月 4 日）：一試準備

 ㈢司律一試後～ 9 月：憲法、行政法

 ㈣ 10 月～司法官考試（10 月 13.14 日）：民法、民訴、商法、刑法

 ㈤司法官考試後～律師考試（10 月 20.21 日）：智財

一、讀書習慣與方式

㈠	讀書習慣

	 我的唸書習慣是一定要把所有東西徹底弄懂、記起來，甚至是融會貫

通成自己的觀念後，才敢繼續往下唸。

	

	 這種方式的優點在於可以確保自己對翻過的每頁書頁不僅不是一知半

解，更因為已經內化成自己的想法，而可以提升自己在面對題目時直

覺反射出來的爭點掌握度。但缺點則在於這麼做將導致唸書速度非常

非常慢，我平均一天大概只能唸 15 面左右，間接造成進度永遠都很

堪憂 @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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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要特別強調的是，每個人適合的讀書習慣都不太一樣，有些人若

需要快速翻閱過後再藉由一遍遍重複閱讀以加深記憶，那我這種不太

在乎進度，極慢速看但只看一遍的方法便不大適合，但若是讀書速度

也很慢或可用來讀書時間較少的人或許比較適用。

二、讀書方式

	 配合上述精讀但超慢的讀書習慣，我勉強算是一本書主義的奉行者，但

其實常常只讀到半本書而已，因此如何利用腦中有限的素材去創造最大

的分數，就成為上榜的關鍵了（•`ω•´）

	 在所有科目中，我有穩扎穩打好好讀完打底書的科目有民法（總則、債

編、物權編）及刑總，其他科目則視情形選擇是否做筆記，而是否做筆

記的標準在於「體系架構是否清晰」，也就是無論用來打底的素材是參

考書、解題書、學校講義或補習班講義，如果能在看到某個標題後便聯

想到本章內容及在體系中所處位置，那時間有限下可能就不一定需要做

筆記。相反的，打底素材的體系架構若不夠清晰（特別是直接用解題書

當作打底書時），或許就可以選擇做這個科目的筆記。

	

	 至於筆記內容，主要可以分成「體系型」、「爭點型」及「背誦型」三

種形式，可視自己需要做選擇。「體系型」主要是幫助自己建立完整的

體系架構，就像是自己將打底素材濃縮過後的版本，建議以大標題小標

題並搭配枝狀呈現；「爭點型」是將特定爭點的相關學說及實務見解做

整理，也建議以枝狀方式呈現；「背誦型」是將須在考卷上背誦出來的

語句做整理，通常是一些概念定義、法理基礎、基本權釋字……等，建

議以自己的話呈現，較容易在作答時直接背出來抄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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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心得分享

一、一試準備方式

今年一試改採全部單選題的形式，但我認為在準備上與往年並不需要有

所不同，依舊是持續以二試為準備方向，直到一試考前兩週左右再開始

練習歷年考古題即可。我總共完成了 103 年～ 106 年的考古題，除了嚴

格計時與訂正外，選項中有不清楚的概念也會去對照詳解，直到搞懂 +

背起來為止。

至於只有一試才考的科目（國公、強執……等），我是透過保成的一試

總複習班了解該科相關概念，雖然成效似乎有限，但至少可以用一堂課

的時間對未曾學習過的科目有初步認識，也好增加猜對的機率。但國私

的投資報酬率完全突破天際，只要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共 63 條看完，

就很有可能全對了，建議大家要好好把握 థ౪థ
（補充：從上方準備時程可以看出我是等一試考完才開始準備公法，但

公法考題向來偏向傳統考點加上新釋字、新決議，所以我個人覺得靠聽

李澤老師的一試總複習 + 做考古題就很夠用了）

二、二試各科準備方式與書單

㈠	憲法

	 1.	 書籍

	 學稔 - 姚明 - 憲法題型破解

	 保成 - 最新釋字講座

	 2.	 建議

	 憲法我是直接拿姚明的題型破解當打底書，而且就賭權力分立不會

考，所以只讀了前半本基本權的部分。本書在每個基本權前會有幾

頁簡單介紹相關釋字與概念，適合把關鍵段落背起來，且在重複示

範下，看完基本權部分後也會對違憲審查的操作十分熟悉，搭配新

釋字就可以去考試了（•`ω•´）
	 新釋字的部分則是有參加保成的新釋字講座（陸伯言老師），大概

介紹了最近 10 幾個新釋字，除了釋字內容外，也整理聲請背景、

意見書、大法官應否受理……等，對考生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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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行政法

1.	書籍

	 學稔 - 周董、周凌	行政法題型破解

	 保成 - 李澤二試總複習

2.	建議

	 因為行政法太博大精深了，所以我也是直接拿題型破解當打底書，

快速了解本科有何爭點，然後把解題書內的重要文句背起來。另

外，也搭配李澤的二試總複習提醒重要考點，並補充最新決議與釋

字。

㈢	刑法

1.	書籍

	 新學林 - 王皇玉 - 刑法總則

	 高點 - 易台大刑分函授

	 讀享 - 周易、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

2.	建議

	 刑法是在考法研所時準備的，由於加權輕所以沒有花很多時間，刑

總部分是看王皇玉的刑法總則，非常淺顯易懂，主要是實務及通說

見解；刑分準備方式只有快速聽過一遍函授，大概了解各罪有何爭

點而已。

	 考完法研後直到司法官二試前一週左右才重拾刑法，趕快去買了周

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花了兩天召回記憶，大概挑選幾項重要

罪名翻閱，並研究一下該怎麼將爭點呈現在考卷上會比較漂亮，也

吸收了些近年實務見解。

㈣	刑事訴訟法

1.	書籍

	 高點 - 黎律師 - 刑事訴訟法研析上、下

	 高點 - 黎律師 - 刑事訴訟法實戰解題書

	 言頁的刑訴讚（fb 粉專）

2.	建議

	 個人很推薦黎律師的刑事訴訟法研析上、下，內容很扎實，提供的

實務及學說見解非常詳細，但因為份量多又深入，所以要花比較久

的時間看。我在一試前只看到下冊的一半而已，一試後開始趕公法

進度，所以沒有接著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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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二試考前有花一天挑同樣黎律師解題書的重要爭點內容翻

閱，才發現這本真的名不虛傳，自己沒有早點看這本解題書很可

惜，很推薦大家看！

	 另外我有追蹤「言頁的刑訴讚」fb 粉專，考前猜題有猜中，很棒！

所以特別跟大家推薦！

㈤	公司法

1.	書籍

	 曾宛如老師上課講義、筆記

	 保成 - 蕭雄二試總複習

2.	建議

	 公司法部分就比較沒有看書，曾老師的上課講義及筆記可以用短時

間看完，但內容其實不太夠。在二試總複習時是上蕭雄的班，有區

分各主題將公司法修法及舊爭點整理在一起，講義內容豐富、十分

精美，考前有好好讀過一次，收穫很多。

㈥	證券交易法

1.	書籍

	 高點 - 伊台大函授

	 學長的讀書會講義

2.	建議

	 準備法研所時有聽完伊台大的證交函授，體系內容都很清楚。二試

考前花一天複習當時讀書會學長傳承下來的講義，只有 10 幾頁但

囊括大部分爭點，救了我的法研所考試和國考 d（•∀•）b

	 但證交法部分我就比較沒有關注到最新實務或修法，所以在司法官

考試回答爭點時沒點出新修法，有點可惜～

㈦	保險法

1.	書籍

	 汪信君老師上課講義、筆記

	 讀享 - 高宇 - 就是這本保險法體系 + 解題書

2. 建議

	 考法研所時讀的是汪老師的見解，但逸脫現行法，所以準備國考時

打掉重練。高宇的就是這本保險法體系 + 解題書文字很通暢，可以

看很快，各派學說也呈現得很清晰，適合用來打底，但題目選擇上

似乎比較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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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票據法

1.	書籍

	 高點 - 俞台大函授

2.	建議

	 我是在準備法研所時聽俞台大的票據法，上課內容及講義都很清

晰，可以迅速建立票據法的體系及爭點意識。二試前，有花一天再

把當時整理的筆記拿出來讀過一遍。

㈨	民法

1.	書籍

	 高點 - 李律師 - 民法總則

	 高點 - 張律師 - 民法債編 I、II

	 高點 - 徐律師 - 民法物權

	 黃詩淳老師身分法上課講義

	 學稔 - 張璐 - 債法題型破解

學稔 - 張璐 - 實務必考熱區民總、債法

2.	建議

	 考法研所前，除身分法只看過黃詩淳老師的上課講義外，我有很扎

實地好好讀過民法，李律師、張律師、徐律師的書都很推，好好讀

完可以奠定非常好的民法基礎。

	 當時也有看了張璐的題型破解，可以幫助考生了解遇到複雜的考題

該如何分析，答題層次要怎麼鋪陳考卷才漂亮，也整理各式實務學

說見解，是我覺得最棒的解題書！

	 準備國考期間有帶學弟妹的民法讀書會，遇到相關爭點會去查閱張

璐的實務必考熱區，也是寫得非常好，每個主題在整理近期實務判

決、決議後，會再進行相關概念與學說的補充，極限推薦！

㈩	民事訴訟法

1.	書籍

	 沈冠伶老師上課 ppt

	 許士宦老師歷年文章

	 學姊的讀書會講義

2. 建議

	 準備法研所考試時有重新複習沈老師的上課 ppt，還有大致了解許

老師歷年文章的見解；到國考前有花兩天重新閱讀當時自己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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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及讀書會學姊製作的爭點整理等講義。

	 至於家事事件法的部分沒準備到，但大四上學期時有修沈冠伶老師

的家事事件法，所以不至於是全然陌生的概念，考試當下還是翻翻

法條努力擠出一點墨水。

�	智慧財產法

1.	書籍

	 學稔 - 齊軒 - 智慧財產法題型破解

2.	建議

	 智財這科比較驚險一點，是到司法官二試完才開始讀。齊軒的智財

解題書每章節前會有重點整理，主要是讀完這些部分，再挑一些近

年考點集中的部分詳讀。但可能是時間匆促，所以有些地方讀完擬

答後概念還是沒有很清楚，要再另外查詢。但整體來說，是本投資

報酬率很高的解題書～

參  寫在最後

在寫心得文的同時，越加發現自己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仍有許多不

足，不禁越寫越慚愧。這邊僅簡單建議志在司律國考者，就算沒有繼

續升學的打算，也可以報考同年寒假的法研所考試，不僅是某種程度

的練筆，更可以將準備國考的長期過程切割，逼迫自己至少在寒假時

已讀完一定的科目及進度，中間也可適當休息，以避免彈性疲乏。

此外，雖然考生通常都有不小的壓力，但就算身為考生還是要對自己

好一點，盡量讓自己的身心處在最好的狀態，不要對自己太嚴苛，維

持穩定愉快不緊張的心情，不但可以提升整體讀書效率，也會比較有

信心。

謝謝一路上所有幫助我的人，祝福閱讀此篇的大家也能達成自己的目

標、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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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About - - - - - - - -
北大法律畢業，大學四年成績普通，大概都在中段班的位子。目前為台

大法研公法組一年級學生。雖然讀法律系，但熱愛壘球，甚至一度懷疑自己

是壘球系學生。

2018
律師（勞社組）榜眼

莊智翔
考取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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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準備進程

一、大一～大三

 奉勸大家：大三在上「訴訟法」的時候一定要去上課，而且跟著老師的進

度準備考試，不然你一定會後悔的！這段期間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只要

好好上課打好基礎就不會有問題了！

二、大四上（2017.07 ～ 2018.02）

 在升大四時決定報考研究所，開始集中火力準備公法組的考試，因此憲

法、行政法也在這段期間奠下基礎，讓國考準備這兩科時事半功倍。另外，

我相當鼓勵大家去報考研究所，而且不能只抱著練筆的心態去考試。讀法

律系是無法迴避考試的，不如提早面對吧！找個有興趣的組別，短期內有

個目標時，更能督促你讀書。

三、大四下（2018.03 ～ 2018.04）

 研究所剛放榜給自己一點輕鬆的時間，但不代表都不讀書。這段期間特別

去加強一些以前大學沒修過，但卻是國考要考的科目；或者比較不熟的科

目。例如：證交法、保險法等……。或像是民訴、刑訴這種要看很多次的

大科。此段期間以讀參考書為主。

四、大四下～一試前（2018.05 ～ 2018.08.04）

 這段期間原則上「大科」的參考書都應該要看完了，並且看過一次解題書，

對於各科目都有相當的爭點意識。準備上以二試為主，一試為輔，一試的

準備時間我大概抓 20-30 天左右，一試的準備首重考古題，我大概寫了 5

年的考古題吧！且加上每題仔細地檢討（無論對錯），只要不確定或觀念

不正確的題目一定要讓自己搞懂才行。

五、一試後～二試前（2018.08 ～ 2018.10）

 不要管一試放榜時間，繼續讀書！這段期間我幾乎只看解題書，只有不會

或不確定的問題才會回去翻教科書和參考書，並且針對比較不熟的部分做

筆記，供之後上考場前快速複習。當然做考古題一樣很重要！一定要試著

去動手寫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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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心得分享

各科準備方式與書單

㈠	憲法

1.	概述

	 給國考生們的建議是：不要在憲法上花太多時間。只要有讀書而且

言之有物，分數都不會太差，憲法其實有點像作文比賽。但主要是

如何寫出「漂亮的架構」，尤其要把基本權讀熟，權力分立除了違

憲審查制度外，已經好久好久沒考了。

2.	推薦書單

⑴	參考書：《植憲 - 解題概念操作 - 上》

	 可參酌時間決定是否看參考書，上冊為基本權部分；下冊可看違

憲審查部分。若時間不夠可以直接看解題書。

⑵	解題書：《植憲的憲法解題書》、《姚明 -憲法題型破解》、《寶

捷這是一本憲法解題書》憲法架構的部分，推薦《植憲》，其於

每一個單元前都有一個基本權審 2018 律師榜首（財稅組）司法

官及法制考取心得查架構，非常適合新手上路；但缺點可能是解

題字數較多，考生要斟酌內容；若你是對憲法較有了解的考生，

也推薦《姚明》，無論字數、解題架構、介紹上都非常不錯；資

深老手可看《寶捷》，可以增加寫作深度。

㈡	行政法

1.	概述

	 行政法為公法相對難準備的科目，國考通常不會考太深，但範圍很

廣。建議是：一定要對行政法整體有完整架構，而且對傳統爭點要

十分了解，遇到不會的題目也能用傳統爭點來延伸作答，因此讀書

時不要執著於太小的爭點，反而原則性的問題要融會貫通。另外，

「救濟」部分一定要熟讀，一題 100 分的架構下一定都會配分給救

濟的。

2.	推薦書單

⑴	參考書

	 《黃律師 - 行政法 I、II》、《李澤 × 柯妮 - 行政法寶》、《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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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行政法函授》

	 行政法參考書只要找到自己順眼的就好，只要能讓你讀下去的都

是好書。

⑵	解題書

	 《周董、周凌 - 行政法題型破解》

㈢		刑法

1.	概述

	 刑法改成 100 分後，題目爭點似乎不較以前艱澀，也比較生活化；

然而更重視答題完整性，要盡量寫得更深，準備上可能要讀得更精

考試上才能獲得高分。但我自己因為準備研究所時已有讀過，所以

準備國考時只看解題書也有得到不錯的分數，若只求打到爭點，解

題書一定要看熟，並且試著在法典上作筆記，考前當複習。

2.	推薦書單

	 《撲馬 - 刑法總則破》、《撲馬 - 刑法分則 Q》、《李允呈 - 與刑

法有約解題趣 - 總則篇》《李允呈 - 與刑法有約解題趣 - 分則篇》

由於大學已經讀過教科書，準備上主要看前 2 本，考試前總複習看

後 2 本，熟悉題型與解題架構。

㈣	刑事訴訟法

1.	概述

	 由於大三有認真上刑訴，準備上相對輕鬆。因為聽了刑法組同學建

議，市面上刑訴參考書內容都太多太雜，於是直接拿林鈺雄老師的

刑事訴訟法當打底書後，直接看解題書，刑訴還算相對好理解。依

自己的觀察國考熱愛證據、起訴上訴審判……等「不可分」系列相

關的題目，考古題常出現的題型一定要特別注意。

2.	推薦書單

	 《林鈺雄 - 刑事訴訟法 - 上冊／下冊》、《黎律師 - 刑事訴訟法實

戰解題書》

㈤	商法

1.	概述

	 商法在律師考試只占 100 分，但我建議還是不要直接放棄，有時候

真的就差那一點點分數飲恨，至少要看解題書吧！這次因為碰上公

司法修法，看解題書時配合新法，碰到修法內容就在旁作筆記；證

交法因為爭點通常不會變，真的不要放棄，傳統爭點和重要法條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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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一定要會；保險法要試著去理解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差別，很

多問題就不會那麼難了。另外商法因為常會出文章相關題目，故有

特別去看文章整理。

2.	推薦書單

	 《四人合著 - 這是一本公司法解題書》、《黃程國 - 里昂 - 證券交

易法題型破解》、《海青、溫拿 - 保險法題型破解》、《追夢綠、

溫拿、公羽 - 文章必考焦點	商事法》

㈥	民法

1.	概述

	 民法題目在改制後，我覺得不較以前困難，反而是一些非常基本的

請求權基礎要了解得非常清楚，例如：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物上

請求權……等等，才能寫得有深度。

2.	推薦書單

⑴	參考書：《李淑明 - 民法總則》、《張志朋律師 - 民法債編 I、

II》、《唐浩 - 物權法爭點整理》

⑵	解題書：《林政豪律師 - 這是一本債編解題書》、《唐浩 - 物權

法題型破解》、《林青松 -3Q 民法（身分法）解題書》

㈦	民事訴訟法

1.	概述

	 民訴通常是讓人感到最頭痛的一科，有時候讀懂了題目也不一定會

寫，這個科目建議拆成兩個部份準備：一、傳統爭點題，例如說：

既判力、抵銷抗辯……等等。二、爭點整理題（邱）：這類的題目

往往在考場上遇到會傻眼，作答非常開放且混合民法實體法，面對

這種題目，除了做考古題，並要熟記「爭點整理模型」，假設題目

出來後要怎麼寫。

	 家事法部分，僅就家事事件的定性、統合處理部分熟讀，然後配合

考古題作練習，今年考出來我也不知道該不該高興…。題外話是，

今年在考場看到民法㈠卷沒出現身分法題目時，似乎已預告㈡卷會

出現身分法混民訴題，果不其然就出現家事了，給未來考生們作參

考。

2.	推薦書單

⑴	參考書：《喬律師 - 民事訴訟法（上）》、《喬律師 - 家事事件

法焦點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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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解題書：《薏偉 - 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進階版）》

	 若你對爭點整理一無所知，也沒有朋友會，可以去看看這本寫台

大研究所、邱派考古題的方式，絕對會對你非常有幫助！而且不

要只看過，一定要練習阿！

壹  心得分享

一、告訴自己：我這次就上！

	 考試是一件折磨人的事情，尤其越接近考試時，越容易懷疑人生，此時

千萬要堅持下去，不能有：「不如下次再來」、「今年當練筆」的想法！

對自己有自信，全力去做。如果真的累了，不如放下筆去走走，找到自

己的休閒方式，除了能夠放鬆外，適度的罪惡感也有助於你回到書桌上

更認真讀書。

二、找到自己的讀書模式

	 每個人的讀書方式不同，像我是一個看書很慢的人，所以沒辦法看太多	

種書，只能一本熟讀；而我身旁也有朋友屬於速覽型，靠著看很多遍來

記億的。在讀書時不妨摸索自己的讀書方式，千萬別被身旁的人影響。

另外，「強烈」建議刪除facebook、ptt、手機遊戲等APP，手機滑呀滑，

時間就去了一大半呀！

三、勤作考古題為不二法門

	 在未修法的情況下，法律考試的爭點就是在那個大圓裡打轉，除非有什

麼新進學說或實務見解，不然很多題目類型在考古題都能看到。做考古

題時有以下幾點要注意：

㈠	寫完之後確實檢討

	 選擇題的部分除了對答案，不清楚的題目也要從網路上找詳解訂正，

釐清觀念；申論題寫完後可以找比較強的朋友幫忙看，或是參考解題

書，確保有寫到「爭點」。

校廣特刊.indd   36 2019/2/21   下午 03:18:13



37考取心得

㈡	計時模擬考試時間

	 一定要「計時」，確實模擬考試情境，不然上考場一定會有寫不完的

情形發生，尤其練習選擇題時，憑法感猜題也是練習的一部份；申論

題若沒時間寫，也要練習寫解題架構（開標），模擬自己的答題方式。

㈢	準備考前筆記

	 每個人作筆記的方式不一樣，但我誠心建議要準備一份「考前速覽」

筆記，這份筆記的特點要有：內容不要太多、是你看了 N 次也記不起

來的、自己看得懂就好。除了另外記在筆記本，也很推薦寫在法條本

上，配合法條參閱。我自己是寫在小張廢紙上整理成一小本，以下為

作筆記的一些參考，可以給大家試試看。

•架構型Ⅰ

	 以同一類型題型的相關爭點展開架構。並羅列相關為何採該見解之

理由於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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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型Ⅱ

	 以同一概念展開不同子原則，配合解題書看到的不錯解題內容，以

便條紙註記在旁。

•名言佳句型

	 看解題書時，有些句子自己想寫不出來，但作者寫得很漂亮時，可

以註記並學習用自己的方式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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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型

	某些題目的解題總有個最基本的模板，尤其刑分更是如此，若你常常

看到一個題目卻不會寫，不如試著作作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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