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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司法官榜首

律師（海海組）榜首

薛人允
考取經驗談

- - - - - - - - About - - - - - - - -
112法律系應屆畢業，現在就讀台大法研民法組一年級。在校成績中間，

大致上都在 33 ～ 38 名之間徘徊，但是法科部分都有認真學習，其他科則放

給它爛。有鑑於高中都在唸書，大一大二一口氣參加了法律營、法律之夜，

玩到翻過去。大三大四就正式引退，開始專心在課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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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成績

一、一試

㈠	綜合法學㈠（刑法…）：126

㈡	綜合法學㈠（憲法…）：132

㈢	綜合法學㈡（民法…）：150

㈣	綜合法學㈡（商法…）：98

總分：506

名次：司法官 5、律師 3

二、二試

㈠	憲法行政法：110.5（53.5/57）

㈡	刑法刑訴：123（53/70）

㈢	國文：64（29/35）

㈣	民法㈠：112.5（61.5/51）

㈤	民法㈡：70（44/26）

㈥	公司法保險法證交法：78.5（39.5/16.5/22.5）

㈦	海洋海商：58.5（20/19.5/10/9）

總分：司法官 558.5；律師 617

名次：司法官 1	or	2（只公布區間，所以不確定）；律師	1

三、司法官三試

口試：85.5

總分：644（名次：1）

貳  準備時程

一、 107/7/13（畢旅完的隔天）∼ 108/2/15重心放在台大法研民
法組

此段期間完全將重心放在民法、民事訴訟法、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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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107 年 8 月份前：物權之前全部讀完

㈡ 107 年 9 月到 11 月底：民事訴訟法（文章）、旁聽曾老師公司法

㈢ 107 年 12 月：證交法、身分法

㈣ 108 年 1 月份到考前：總複習、票據法

二、108年 3月到 10月 準備司律考試
考完試休息大概兩個禮拜而已，就拿起行政法開始啃了。但研究所放榜

前大概 1 個禮拜，完全沒心思唸書，所以效率不高。

㈠ 108 年 3 月到 4 月底：一心一意的看行政法

㈡ 108 年 4 月到 6 月底：憲法、刑事訴訟法

㈢ 108 年 7 月：刑事訴訟法、家事法、憲法

～	一試完休息了 1 個禮拜	～

㈣ 108 年 8 月到 10 月：總複習兼海商法兼盲腸炎開刀養病

參  讀書習慣

我算是一個需要睡眠的人，除非緊急事件，否則無法早起的人。平常大

概都10點起床，10點半多到圖書館，唸到晚上10點。扣掉中午吃飯一小時、

午休半小時、晚餐一小時，讀書時間可能不算長（？），但是讀書期間算是

很認真、有效率。

本身沒有補習，研究所完，有兩家補習班送總複習課程，所以有報名總

複習。但是幾乎沒有去上課（太遠了好麻煩）。但是書面講義都有拿，也都

有詳細的看。

每讀一個小時左右，就會滑臉書、滑 ptt 科科笑，但是滑 10 分鐘左右，

就一定會收起來，不會滑到無法控制我自己。絕對無法接受身邊沒有手機，

因為如果沒有手機，讀書效率就會下降。滑個 10 分鐘，可以讓我重新充電，

又可以維持高效率。

我是一個唸書唸得很快的人，但是必須要很多遍。所以大致上每一個

主要科目的所有重要參考書、解題書，我都唸過好幾遍（一本教科書主義的

強烈反對者！因為我認為參考書解題書基於篇幅關係，對於內容、爭點以及

相關學說實務見解，必定有所取捨。如果只唸一本，無法念到所有可能的考



6

點）。第一遍，類似大略瀏覽過，讓自己對於此章節的重要爭點，產生印象。

小爭點或者較無可考性的部分，則是跳過。第二遍，對於大爭點已經有二次

印象，開始看小爭點。第三遍，已經可以背出大爭點的東西，對於小爭點也

有印象了。

以上算是我的讀書習慣，蠻特別的。讀書時，我也習慣在桌上放一疊白

紙，看到重要的東西、考場上可以用的「帥話」，我就把它寫出來，讓自己

對於整段話有印象。第二次閱讀時，就試著可不可以默寫出「帥話」。

參考書，因為每一本都會有漏掉的爭點，或者學說。所以在唸書時，很

喜歡在書上做註記，幫作者補充他漏掉的爭點、學說，當作複習。

解題書，則是會自己練習一遍，開個標，大致上簡短的論述。如果有看

出這題想要考的爭點，就會詳細論述該爭點。讓自己對於爭點不只有印象，

也學習如何論述。

讀書時會打筆記，但不是每一科都打，都打在電腦裡面。由於我是一個

WORD 白痴，所以我的筆記只有一種，就是列點式的筆記。不會有圖表，更不

會有體系圖。建議：如果你是唸書很快唸很多遍的人，那或許可以不用做筆

記，反正你會一直看一直複習；但如果你讀書很慢，只會唸一遍，那就強力

建議你要做筆記，以免忘記。

肆  考試準備方法、書單

一、一試

由於第一次裸考歷屆試題時，已經達到通過門檻。本於「一試太高根本

沒屁用」「時間應該花在對的地方」心態，所以幾乎沒有特別準備一試。

但是國際私法因為聽說很有趣、CP 值高、二試可能會考，所以有跟同

學借函授完整的聽完。7 月份其他時間則念家事事件法（對一試好像無

形中產生很大的幫助）、看最高法院判決、念憲法。

雖然可能有點冒險，但還是想說：大家應該斟酌自己的實力，來取捨準

備一試的時間，反正考再高也沒用啊！所以不如多花時間準備二試，可

能比較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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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試

㈠	憲法

1.	植憲解題概念操作（上）（下）

	 這本算是我的打底書，憲法主要都是看這本。這本寫得很深，所以

某些部分看起來不是考點的，我就會跳過。但是整體而言，還是我

覺得最推薦的參考書。

2.	植憲的憲法解題書

	 最推薦的解題書，大部分的題目題型都可以在裡面找到答題模板。

對我而言，憲法就是背模板、背解題層次、作文比賽。這本書裡面

提供了許多論證理由，非常適合用在考場上。

3.	姚明	憲法題型破解

	 市面上也同樣非常推薦的解題書之一，我有把它看完。但是某些部

分，我自己覺得好像有點論述不足、過淺，所以我會參酌植憲的解

題，豐富我的論證內容。

結果考權力分立。幹

㈡	行政法

1.	李澤 ABC

	 我的行政法打底書，由於大學聽行政法根本是有聽沒有懂，完全就

是零基礎。所以考完研究所後，完全是從零開始。就默默的啃完這

三本。如果跟我一樣毫無行政法基礎的人，推薦念這本！

2.	植憲	行政法必備概念建構（下）

	 對，你沒有看錯，我只有看（下）。因為某些原因，免費拿到這一

本，所以本著不看白不看的心態，念完它。算是蠻推薦的一本書，

裡頭許多地方講解得非常清楚，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適合用來豐

富論證內容。

3.	雙周	行政法題型破解

	 雖然看市面上的評價以及同學的現身說法，都說這本書有些地方怪

怪的。但本於自己行政法知識淺薄，我完全沒有看出來……。因此

我看得非常開心，推薦給大家。

4.	翁岳生	行政法（上）（下）

	 當時行政法只念參考書，唸得非常不安心，所以又去借了這兩本書

來看。但看得非常痛苦，太難惹…。所以只看了、做筆記某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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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部分（例如：行政處分、行政執行法、行政罰法、訴願、行

政訴訟等）

	 只考了法律保留原則。幹

㈢	國文

完全沒有準備，作文寫了 600 多字。就醬

㈣民法

1.	陳聰富	民法總則

	 民法總則只有看教科書，這本根本神作，完完全全把總則講得非常

清楚，不只可以當作入門書，當作考試打底書，也非常適合。裡

頭有提出一些老師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跟王澤鑑老師不一樣的東

西），考試當作有力見解，也很好用。

2.	陳聰富	侵權行為法原理

	 神作！不只是準備台大法研民法組必看書目，用來準備國考也是超

實用。

3.	徐律師	債編總論

	 雖然張台大的書好像評價最好，但我自己也覺得這本寫得很好啊。

較為冷門、進階的爭點，也寫得很好。想寫出跟大家不一樣的東西，

推薦這本。

4.	李淑明	債編各論

	 各論看完這本就沒有看其他的了。大部分的爭點都是透過文章加以

補齊。

5.	張璐	債法題型破解

	 最厲害的解題書，沒有之一。完全沒有錯誤，可以非常放心的服用。

就算是準備研究所，因為老師本身就是台大出身，對於台大老師的

見解掌握得非常清楚。基本上，債編部分解題書看這本就夠了！

6.	張璐	物權法解題書

	 同上。

7.	林政豪	民法債編解題書

	 我也有看，但只看一半吧，裡面蠻多的題目是非司律的，自己斟酌

一下。

8.	徐律師	物權

	 跟債編總論一樣，非常推薦。

9.	許律師	身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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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厚的一本書，但如果把它看熟，基本上就不用看其他書了。所

有考點都在裡面了（黃詩淳老師的部分除外，詳後述）

10.	黃詩淳	身分法文章

	 老師對於特留分如何扣減、繼承回復請求權，有獨特的見解，考

研時把它看得很熟。但國考就沒看了。

11.	林青松	3Q 身分法

	 私心認為是市面上最推的一本身分法解題書了。觀察最近多年身

分法考題，並不會太艱澀，所以單純這本應該就足夠應付了。

12.	台大所有民法老師的文章

	 考研時唸得很熟，所以國考時就沒再看了。（就算沒有準備台大

研究所，也非常推薦要看一下）

	 整體而言，民法都是考研時準備的，考研時唸得非常認真非常兇，

又有神人學長姐（a.k.a.司法官界的神鵰俠侶）帶的民法讀書會，

打下了厚實的基礎。國考幾乎都只有練習題目而已。因為又有帶

學弟妹的讀書會，所以幾乎一直觸碰民法這一個領域，所以算是

最拿手的科目之一。

5	民事訴訟法

1.	許老師	民事訴訟法（上）（下）

	 大學時期最崇拜的老師，根本是入門邱派必讀的聖經。

2.	沈老師許老師文章

	 老師的文章並不好懂，通常需要多讀好幾次，才可以真正了解、體

會。建議大家有時間的話，還是閱讀原文，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3.	薏偉	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市面上最推的一本書。但是總覺得好像有點不太適合我，所以就大

家自己去翻閱再決定。

4.	喬律師	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用來補足邱派以外的不足。裡頭補充了許多實務見解，對於大學時

期服用邱派的我，非常實用。

5.	蘇軾	家事事件法

	 非常推，把家事事件法寫的非常詳細、便於理解。神作！而且對於

邱派也有非常高的掌握。

	 民事訴訟法一直都是最難學的科目之一，更何況它不只難學，在考

試上也非常難作答（不要問我為什麼，我不能說）。所以重要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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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見解、實務見解最好都要好好掌握，避免受到「突襲」。像我

就是一個例子，民訴法第二題，我都會寫，幹 277 條但書我涵攝

的驚天地泣鬼神，但我 75 分裡面只拿了 26 分，我也不知道為什

麼？？？？（我是完全用邱派理論作答）

6	刑法

1.	王皇玉	刑法總則

	 大學上課用書，打底書。但國考之前就沒有看了。

2.	王皇玉	刑法分則講義

3.	顏聖	刑法總則

	 很難，所有爭點都有寫到。也有提出自己的看法。超級推！

4.	李允呈	刑法分則解題書

5. 薛智仁	刑法總則分則上課講義

	 超級推！

6.	撲馬	刑法總則

	 考研時看的。

7.	易台大	刑法分則講義

7	刑事訴訟法

1.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

	 畢竟洗澡熊當道，以他的教科書作為打底書，應該不為過！

2.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這本書也極推，裡面有整個解題的架構。像這次刑訴法第二題考的

就是第169條，偏向冷門的考題（？，畢竟我也沒有把刑訴念很熟，

所以要是沒看這本書，我根本沒念過這一條），此書裡面就有完整

的架構以及解答。

3.	黎律師	刑事訴訟法研析

	 跟第一本書一樣，同樣是我的打底書。只是我是先看完這本，對於

整部刑事訴訟法有概念後，才念洗澡熊的，比較看得懂。

4.	黎律師	刑事訴訟法實戰解題書

5. 言頁	刑事訴訟法上課講義（讀家）

	 老師的講義必須推，裡面不只補充超多最新的實務判決，於許多重

點部分，也有超詳細的圖表，一看即懂。

6. 實務判決（月旦裁判時報）

	 刑法還好，但我自己個人觀察認為，刑訴法的題目就是實務案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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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編。所以準備考試時，刑訴這一科我非常看重實務判決。尤其

是沒收大修正，實務面對各種爭議問題，感覺就是必考熱點，所以

考前有大量閱讀判決。

8	公司法

1.	曾宛如老師上課講義（超級推！！！）

2.	助教神人學長的課輔筆記

3.	多位老師	變動中的公司法制：17 堂案例學會公司法

4.	蕭雄	公司法	

9	證券交易法

1.	曾宛如老師上課講義

2.	黃程國	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

	 打底書，對於所有考點都有詳細的整理。不是考點的部分，完全不

廢話，非常適合用於考試

0	保險法

1.	汪信君老師上課講義

2.	高宇	就是這本保險法體系＋解題書（超級推）

	 整體而言，商法的三科我主要都是在準備研究所時念的，國考時，

就把準備研究所做的筆記重新再看一遍而已。然後公司法證交法我

會特別關注一下其他學校老師的見解，把他們重要的文章看一遍

（主要是劉連煜老師的，北大張心悌老師有一些見解我也很喜歡，

也會記下來，充實論述之用）。保險法國考時則主要以葉啟洲老師

當作主軸，汪師見解謮當作補充之用。今年考遲延給付保費、

	 以及保險法 64 ＋ 127 條，看到題目時開心了一下，因為剛好在葉

師的書中都有寫（幹，可是我忘記我在哪裡看到了，我只記得我有

看過）

q	海洋法

幾乎沒有念（看我只拿 9/10 分就知道只是墨水分），有看總複習講

義，但也都看不懂，所以就不推薦害人了。

w 海商法

˙ 辛律師	海商法爭點解讀

	 超級推的一本書，所有考點都在裡面了。我念這本只唸了一個禮

拜，就得到不錯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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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其他

一、文章到底要不要看？

先說結論，我自己認為非常必要。現今國考趨勢已經改成一題 100 分，

不只要有廣度，更要有深度。否則答題內容根本達不到應有的份量。此

時相關學說見解、法理內容等等就非常好派上用場。以今年民法第一大

題第二小題為例，很明顯考的就是類推民法 225 條第 2 項之爭議。考點

分別為：「可歸責給付不能可不可以類推 225 條 2 項」、「交易對價是

不是代償請求之客體」「代償請求權的時效」。第一部分，可以分為肯

否見解（否定見解為極少數說，謝哲勝老師所採），肯定見解又有兩理

由；第二部分，有肯否二說；第三部分有三種見解。應該選擇哪一個答

案，幾乎大家都知道，但是重點根本不在於你選擇的答案，而是你的論

述過程，把所有見解都寫上去。如果沒有看文章，哪來的那麼多見解可

以供你論述？？

再以第三小題，最高限額抵押之爭議為例。我修法前就又去區分是否為

「定型化契約」，當然考題沒有這樣問，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寫什麼了，

就把文章上看到的定型化契約等爭議（我主要寫突襲條款）寫上去。所

以我民法的成績，可以說是文章拉起來的。

二、怎麼充實論述內容

我覺得重點在於，你要「訴外裁判」。我考前看到有人在 ptt 說，民法

第二小題只有問是否罹於時效，所以只要寫到這一爭點就好。我其實沒

有很贊成這種作答方法。一題100分，如果只寫題目的那個問號的內容，

可能作答個一兩頁，就不知道寫什麼了。因此通常我都會把相關的爭議

寫上去，來充實論述內容。當然不能所有的爭議都寫上去，否則老師根

本會認為你有看題目嗎。所以怎麼拿捏應該寫的內容、爭點，可能就需

要大家自己好好斟酌了。我這邊只是提供大家一個作答的技巧。

三、面對學說門派之對立應該如何面對？

看到我民訴第二大題的成績，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ＸＤ。雖然許多人

都說，你就好好寫就對了，門派之間的對立，就不要理他。我照做了，

但下場就是第二題拿 26 分。所以我的建議可能還是，猜一下哪個老師

出的吧，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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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司法官榜眼

律師（智財組）榜首

陳彥吉
考取經驗談

- - - - - - - - About - - - - - - - -
畢業於台大法律系財法組，現就讀台大法研民法組一年級。大學期間拿

過一次書卷，其餘名次大部分是前六名。作為非本科系轉學生，到台大之後

每個學期的修課學分偏多。很幸運地在 2019 年錄取法研與律師高考，以下

心得乃由 2018 年 7 月準備研究所開始，也會提及一些轉學考時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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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成績

108 年一試：460（排名 71）

108 年二試：

憲法與行政法：118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131

國文：58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1：106.5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2：76.5

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68.5

智慧財產法法：65

總分：623.5（排名 1）

貳  準備方式

沒有特別喜歡補習，補習班的講義與參考書能不看就不看。補習的功能

毋寧是補強自己特別不熟的科目，以及整理最新的實務見解、大法官解釋。

重點是要與補習班老師討論，只有和老師討論時才能知道自己哪邊不清楚，

講出來也能強化自己的記憶。但總之一切都應該回歸原典，教科書才是考試

的聖經。

2018 年 7 月開始準備研究所，到 2019 年 2 月中把民法、民事訴訟法、

商法、刑法讀完，考完研究所之後玩了兩個月，一直到四月中才開始進圖書

館讀其餘科目。其中民法、民訴與公司、證交考完研究所後再也沒特別翻過。

這也說明準備研究所其實也是幫助準備國考的道理，有心的同學可以提早準

備，某程度也便於安排進度與檢視自己所學是否堪用。

一、憲法

書單：陳新民《憲法學釋論》、李惠宗《憲法要義》、黃昭元等四人合

著《權力分立》、植憲《釋字精研》、姚明《憲法題型破解》、讀家與

高點總複習講義。

憲法這科主要考點就分兩塊，一是權力分立、二是基本權利。基本權利



15考取心得

有特別的審查架構，這點是向來教科書較少有系統性提及的，因此在作

答的架構上可以參考上述補習班講義或參考書，惟具體答題的血肉仍要

回歸到教科書或大法官解釋裡找尋。值得說明的是，坊間補習班在整理

釋字時往往愛引特定幾位大法官的意見書，誠然這些大法官寫得好，但

換個角度想也代表在考試上某幾位大法官得意見書會被寫得特別多。因

此，我認為在看大法官解釋時可以挑自己愛看的大法官意見書看，比如

我就很喜歡陳新民、蘇永欽兩位前大法官的意見書。

有關權力分立的部分，四人合著的《權力分立》寫得非常詳盡，有時間

的人同學可以參考。作答上比較沒有特定的版型或架構，比較像是作文

題，因此個人在考卷上揮灑的空間也較為廣闊。今年的考題其實與筆者

當年考轉學考的考題內容牽連（國會調查權）。所以考出來沒太大突襲

感，只能說運氣特別好。

也因為自己在轉學考時憲法已經讀不少，準備二試時自己只看了植憲的

《釋字精研》與姚明的《憲法題型破解》以及當年準備轉學考的筆記。

前者就是整理歷年大法官解釋，對於快速複習可有所幫助；後者則是厚

度較其他解題書薄，我用來快速掌握寫題目的架構（特別是基本權）。

二、行政法

書單：莊國榮《行政法》、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陳新民《行

政法學總論》、陳敏《行政法總論》（碰到問題時可以翻）、李澤《行

政法寶》（看一半就不看了）、周董周凌《行政法題型破解》、讀家高

點總複習講義。

行政法這科自己較為苦手，因為大學時自己的基礎其實不是很好，又覺

得行政法各個單元較為破碎，也因此在準備上花了特別多時間。在這邊

要特別推薦莊老師的《行政法》，莊老師寫書功力十足，毫無違和地融

入各家學說見解，閱讀起來特別流暢，個人認為特別適合初窺門徑之

人。吳庚老師的書則是文字典雅，適合學習用來作答。至於陳敏老師

的書實在太厚，建議碰到問題再另外翻就好，當打底效率上可能不太足

夠。至於坊間很推的李澤法寶，年代久遠未更新，較不建議再看。周董

周凌的題破架構佳，很適合讀來學習如何解行政法題目。

若說學習感想，大概就是行政法核心其實便是行政處分，契約、事實行

為其實都是圍繞著與行政處分區辨展開，因此學習上要先緊抓住行政處

分，再注意與其他概念的異同。單純不利處分、行政罰等的學習也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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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另外，行政程序法 4-10 條的原理原則要牢牢印在腦子裡，有機

會就要審查一遍。

三、刑法

書單：黃榮堅《基礎刑法學》、王皇玉《刑法總則》、林鈺雄《新刑法

總則》、蔡聖偉《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論》、許則天《刑法分則》、薛智

仁老師上課筆記、王皇玉老師刑分上課講義、撲馬《刑分》

刑總的部分，除了教科書，想要特別推薦蔡聖偉老師的書，這本書會教

大家如何寫刑法的考卷，可以說是老師出的解題書（誤）。但確實，犯

罪審查體系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也只有按照犯罪審查體系嚴格檢驗，

刑法的作答才算完整。同樣想特別推薦的是許澤天老師的刑分，許老師

的文筆非常好，教科書上可謂句句經典，每一句話用在考試上相信都能

加上不少分數。同時，許老師的刑分特別有與其他學說對話，是本有生

命力的好書。撲馬的書是自己考研究所時看的，看到許老師的刑分之後

基本上就被打入冷宮了 XD。另外可以分享的大概是我在大四下有特別

花時間去旁聽薛智仁老師在台大法律系開的刑總，薛老師的刑法課程特

別講究犯罪審查架構，對於思維經濟來講特別有幫助。很多人在刑法會

講日派、德派，不過與其去記這些爭議，不如好好學好一套用到底，在

考卷上才是真正說理一貫。

四、刑訴

書單：林鈺雄《刑事訴訟法》、林鈺雄《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Jango《刑訴題破》、黎台大《刑事訴訟法研析》、陳樸生《刑事訴訟

法實務》（看單一性同一性部分）、薛智仁老師上課講義、讀家總複習

講義

刑訴是自己準備起來特別抖的一科，坊間很多參考書會拿著美派、德

派、日派、實務見解嚇人，不過各派的爭議其實不大，與其把四派背得

滾瓜爛熟，不如挑一個見解從一而終，行有餘力再記其他不同意見，這

樣才可以降低習法成本。必須強調的是，實務見解是卷面作答上一切討

論的基礎，因此實務見解是必備，基本上作答就是寫實務再用學說（自

己挑一個）評析。

書單應該不用多作介紹，比較值得推薦的是 Jango 的題破，個人認為這

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本書，作者除有特別在台政北教授的見解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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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十分注重論述鋪陳。此外，言頁老師對於實務見解的掌握十分透

澈，這對於在學院學習的同學是不可多得的機會（刑訴學院派跟實務界

的差距非常大）。最後有其他上榜的同學有推薦花滿堂法官的《刑事訴

訟法爭議問題研究》，礙於時間我沒有翻完，不過稍微翻過覺得是一本

足以媲美林鈺雄老師《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的實務解題書，有興趣對

實務多了解的同學也許可以考慮一觀。

五、民法

書單：陳自強《契約法講義》（四本）、陳聰富《民法總則》、陳聰富《侵

權行為法原理》、王澤鑑《民法總則》、王澤鑑《不當得利》、王澤鑑

《民法物權》、王澤鑑《侵權行為》、王澤鑑《法律思維》、王澤鑑《損

害賠償》、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謝在全《民法物權論》、張志朋

律師《民法債編》、張志朋律師《民法物權》、郭振恭等三人合著《民

法親屬新論》、三人合著《民法繼承新論》、黃詩淳老師上課講義

民法這科大概是自己最早開始準備的了，書單其實是從轉學考開始，包

含在學期間讀的書。若在國考前一年開始準備，應該看陳自強老師、陳

聰富老師以及張志朋律師的書就夠了。張志朋律師的書寫得特別簡單，

非常適合打底（也僅限打底）。陳自強老師的契約法講義則是比較現代

的契約法觀點，對於準備近來國考較有實益，特別是進行中的債編修正

方向，可以從老師的書裡理解。至於陳聰富老師的兩本書，內容有豐富

的實務見解與比較法研究，應不用多說。民法這科思考上強調請求權基

礎思維，不過作答上未必皆應如是，應該視作答時間、主要爭點調整，

判決體裁亦非不可。詳細作答方式可以參考王澤鑑老師的《法律思維》，

同時，孫森焱老師的書也非常值得一讀。作為一位長期在最高法院服務

的法官，孫老師的文筆非常簡練、優美，很適合學習用來安排答題的轉

折、強調或鋪陳論述等。因為自己在學期間就很愛讀民法，大三、大四

特別去上了詹森林老師開的「最高法院裁判與理論發展」，總是跟著老

師在課堂上思考實務問題，因此準備考試期間自己在民法這科上花的時

間真的不多。

六、民訴

書單：許士宦《民事訴訟法》、呂太郎《民事訴訟法》（主要看上訴、

再審、保全部分）、姜世明《民事訴訟法基礎理論》（隨便翻）、喬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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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民事訴訟法》、陳瑋佑老師上課筆記、民訴文章 60 篇左右

因為自己大三就立定決心考民法組，大三一整年上民訴的時候格外用

心，之後準備考試時也就相對沒花特別多心力在上面，也因此今年分數

特別低 QQ。針對民訴這科，打底可以挑邱老師或許老師的口述講義，

真的看不下就只能看許老師、沈冠伶老師的文章。另外呂太郎老師的教

科書我覺得厚度剛好，又是比較新的實務界教科書，想要補充實務見解

的話可以參考。總之民訴這個科目很重要，又很難，唯一最快學習方式

大概就是大三用心跟課、課前預習課後複習，大四時會特別感謝大三的

自己的。

對於學校教學非邱派的同學，我的想法是跟著大三仍跟著學校老師的步

調讀，行有餘力的話在上課時就跟著看口述講義

七、商法

書單：王文宇《公司法論》、曾宛如《證券交易法原理》、葉啟洲《保

險法實例演習》、汪信君《保險法理論與實務》、劉宗榮《保險法》、

蕭雄《公司法伏》、黃程國《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曾宛如老師上課

筆記、汪信君老師上課筆記、陳楓老師讀書會講義與筆記

商法這科和民訴有點像，都是法律系學生大三才會接觸到的科目，所以

要輕鬆準備的方法也是在大三時就認真學、認真讀。我很喜歡王文宇老

師的公司法教科書，王老師在許多地方會用不同於傳統觀點來分析公司

法，很適合在現在的考試裡用來作答。黃程國的證交法爭點整理則是將

證交法的爭點很詳細地說明一次，個人認為滿適合快速複習或想要建立

爭點意識的同學。關於保險法的部分，因為傳聞葉老師是國考的主要出

題者，所以考前特別看了老師的書，也推薦給大家。

最後想推薦的是陳楓老師的公司法、證交法，陳老師是我在準備台大法

研時帶我商法讀書會的學長，陳老師除了有深厚的商法底蘊外，更有清

楚的體系架構可以幫助對於商法不熟的同學進入商法世界。

八、智財法

書單：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楊智傑《智慧財產權法》、李素華老

師上課講義、謝銘洋老師上課講義、黃銘傑老師上課講義、《這是一本

智慧財產法解題書》

自己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準備選試，大概是考前一個週末才開始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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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在學校時修過智財套餐，所以準備上就以學校老師的用書和講義

為主。另外想推薦的大概是楊老師的智財法教科書，這本選錄了許多實

例，不乏國考考題，因此滿適合用來接觸實例思維的。最後我有很快速

地翻了一下解題書來了解答題方向。

新制下律師有扣除選試的 400 分門檻，這意味著選試考高的效益並不

大，所以建議大家選試別花太多時間準備，畢竟選試的範圍有時不比其

他科目少。與其衝高選試，不如花更多時間把其他科目分數穩穩拿下

來，選試這科稍微翻過，知道法條在寫什麼足矣。

參  總結

我自己算是讀書很快的人，打底或複習時每一本書都會很快地讀過一

次，反覆地讀、讀很多次（上述書單中很多教科書我都讀了兩遍以上，陳自

強老師的契約法講義和陳聰富老師的侵權行為法原理更讀了最少四次），只

有少部分我認為極重要的書會精讀。另外，在讀書的時候，會反覆思考爭點

有可能會如何成為考點，以及自己該如何用文字將該爭點鋪陳說明。直觀地

想，考試如果只是把補習班或解題書上的答案背進去，背得完全，或許可以

上榜，但分數未必如何，畢竟改題者其實是可以看出答題人是用背的，更何

況，有多少人可以背得 100% 呢？相反的，一份有生命力的考卷，應該是盡

可能去使用題目所給的資訊來涵攝、搭配自己的法律見解來說明，這樣恐怕

才能獲得高分吧。

以上是我的一點極粗淺與不成熟的心得，供大家參考。準備考試畢竟是

條漫長的路，希望大家也都能收獲到自己想要的成果，也感謝大家看完我落

落長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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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司法官第六名

律師（勞社組）榜首

吳睿恩
考取經驗談

- - - - - - - - About - - - - - - - -
大學就讀台大法律系，目前就讀台大法研公法組一年級，因雙主修社會

系的關係延畢一年。大學時期成績約在班上前段，拿過幾次書卷獎，不過幾

乎都是考前臨時抱佛腳，考完其實都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在開始準備考試時，

對於考試的科目都已經相當陌生，幾乎等同於從頭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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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成績

這一年陸續報考台大法研、政大法研及司律考試，附上所有考試的結

果。

一、台大法研所公法組

英文（A）：74

民法（A）：75

刑法（A）：63

行政法（B）：66（加權後 132）

憲法：70（加權 140）

總分：484（正取最低分數：358）

排名：1

二、政大法研所公法組

憲法：75

行政法：62

英文：59（未達前 25%，不加分）

筆試（70%）：47.95（參加口試資格：39.5150）

口試（30%）：27.6990

總分：75.6490（正取最低分數：64.3160）

排名：1

三、司律一試

綜合法學 1（刑法）：128	

綜合法學 1（公法）：132	

綜合法學 2（民法）：138	

綜合法學 2（商法）：92	

總分：490

司法官排名：11（錄取標準：372 分）

律師排名：7（錄取標準：36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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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律二試（選試勞動社會法）

憲法與行政法：107.5	（47	/	60.5）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114.5	（55	/	59.5）

國文（作文）：68（37	/	31）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1：97	（52.5	/	44.5）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2：87	（44.5	/	42.5）

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67（34	/	14	/	19）

勞動社會法：68.5（26	/	16	/	26.5）

律師

總分：609.5（及格標準：488）

排名：1

司法官

筆試：541

口試：83.75

總分：624.75（錄取標準：584.75）

排名：6

貳  準備時程

一、2018年 8月∼ 2019年 2月：準備研究所考試
公法組的考科有憲法、行政法、刑法及民法，我自己是四科同時準備，

進度如下表所示。此時同時有參加研究所讀書會，但因八月才開始準

備，一開始跟的非常吃力，不過在十月讀書會重新開始後，大概能維持

在超前讀書會兩到三次的進度。這段時間基本上是一邊把進度往前推、

一邊重新複習當週讀書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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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行政法 刑法 民法

暑假 基本權利
原理原則

行政處分
刑總

民總、不當得利、無

因管理、侵權行為

～

2018.10
權力分立

行政契約、行

政罰、行政執

行、行政訴訟

刑分（個人

法益）
債總、債各

～

2018.12

司法違憲

審查

國家賠償、損

失補償

刑分（國社

法益）
物權、身分法

～ 2019.2 複習

二、2019年 2月∼ 2019年 4月：休息
考完研究所後直接耍廢到三月中放榜，之後又多休息了兩個星期，大約

四月開始準備國考。

三、2019年 4月∼ 2019年 10月：準備司律國考
4 月～ 5 月中：刑訴、公司法

5 月中～ 7 月初：民訴、證交法、保險法

7 月 13 日～司律一試（8 月 3 日）（共 21 日）：一試準備

一試後～ 9 月下旬：重看一次刑訴、民訴、商法

9 月下旬～司律二試（10 月 19 日、20 日）：各科複習、勞社

參  書單

一、憲法

1 良律師《憲法爭點破解》（高點）

	 因為上屆、上上屆許多學長姐都推薦良律師，所以我也選擇以《憲法

爭點破解》打底。這本書論述既清楚又有深度，特別在基本權利的部

分，整理得相當好。可惜這本書並無再版，釋字只更新到 708 號解

釋，考慮到近年來大法官解釋多有突破，我認為這本書已經到達它的

極限。建議可以選用有固定在更新的其他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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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人合著《憲法：權力分立》（教科書）

	 台大公法組向來重視權力分立，所以我也花了時間念了《憲法：權力

分立》，這本書的介紹清楚、完整，若有志於台大公法組，我認為相

當值得投注時間閱讀。不過若是以國考為導向，CP 值可能就沒有那

麼高。這本書又被戲稱為《十萬個為什麼》，老師們常喜歡點出問題

鼓勵讀者思考，但考生不一定有時間享受「思考的樂趣」，所以我會

建議作為參考書的補充。

3 植憲《必備釋字精研》（讀享）

	 《必備釋字精研》是我在考前一個多月，因不知道可以讀什麼而隨便

選的。本書主要著重在大法官解釋的整理，大致上整理的算是不錯，

沒看到什麼明顯的問題。但要當作打底書的話，可能會比較單薄一

些。同樣建議作為最後複習時使用。

4	寶捷《這是一本憲法解題書》（讀享）

	 《這是一本憲法解題書》是當時學長送我的，不過不論是準備研究所

或國考，憲法這科我都沒什麼看解題書，只有在不確定爭點、或不知

道如何鋪陳時會拿來參考。大致上應該算是不錯啦，不過因為沒什麼

看，也給不出更多評論。

二、行政法

1	李澤行政法函授（保成）

	 我主要使用李澤的行政法函授，只能說果然名不虛傳，對於重要爭點

均有所著墨，講課也清晰易懂，即使是幾乎等於沒學過行政法的我，

也很容易吸收，難怪用過的都說讚，如果老師還有再開全修課程的

話，仍然相當推薦。

2	周董、周凌《行政法題型破解》（學稔）

	 《行政法題型破解》是很多人都推薦的解題書，我覺得這本書在爭點

意識上沒什麼問題，但涵攝有點凌亂，有時候是要件的層次不清楚，

有時候是論證過於跳躍。不過市面上似乎沒有更好的解題書，我覺得

準備國考大概還能湊合著用，要用來準備研究所的話，建議抱持著批

判的態度來閱讀。

3	林明昕老師行政救濟法、行政爭訟法實例演習筆記（略）

4	行政法文章約 20 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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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法

1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教科書）

	 大一時有幸跟到黃老師的最後一次刑總課程，那時似懂非懂的把《基

礎刑法學》唸過一遍。考研時因讀書會的學姐也是讀黃老師的書，在

學姊的鼓勵下繼續緊抱二階層理論。本書說理淺白、對通說的批評一

針見血，讀來法喜充滿、也很適合寫在考卷上。不過，我並不推薦再

使用《基礎刑法學》作為考試用書，理由在於：市面上的參考書多半

以通說的體系為主，自己悶著頭唸二階層，很容易不求甚解；也不確

定考試寫二階層理論到底會不會有不利益（就分數上來看，研究所考

試應該還好，但國考就不知了…..）。所以還是以通說見解為主吧！

2	王皇玉、薛智仁、謝煜偉老師上課講義（略）

3	連芯一、二試總複習（讀家／讀享）

	 讀家的總複習在刑法一科有提供雙師資，但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只聽

了連芯老師的課程。不論是一試或二試總複習講義，老師在編排上非

常用心、詳細，對於晚近重要的實務見解與文章均有所介紹，對我的

幫助很大，相當推薦。

4	蔡聖偉《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論》（元照）

	 會念《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論》，主要是當時不太敢在國考寫二階層，

想找一本書來快速入門通說。本書不只介紹刑總體系，也教你怎麼寫

考卷，甚至會指出常見的錯誤，是很多人推薦的好書。不過很遺憾，

我的嘗試是失敗的，畢竟從大一到考研，都只熟悉二階層理論，要在

兩天內重新建構一套體系，還是有點困難，所以快速翻完之後，也沒

有什麼印象……

5	刑總、刑分文章約 20 餘篇（略）

四、民法

1	王澤鑑《民法總則》（教科書）

	 七月開始準備考試時，想說面對博大精深的民法，要有扎實的基礎，

所以民總就直接念王澤鑑老師的《民法總則》。這本書作為經典絕對

有他的理由，對於民總的諸多問題幾乎都有完整的解說。不過它的缺

點也是太完整了，加上不是考試用書，會比較抓不到考試的重點在哪

裡，考慮民總似乎比較少單獨出成題目，我比較建議選用篇幅較少、

或是考試導向的書籍。



26

2	張台大《民法債編》（高點）

	 債編讀張台大幾乎是通說了，幾乎所有學長姐都推薦《民法債編》，

所以我也沒和其他參考書做比較，就直接念了。本書搭配豐富的圖

說，確實有助於理解，在概念的說明上也相當清晰，著實是一本好書。

稍稍可惜的是，晚近見解的更新似乎比較不足，後來在國考前我搭配

《財產法爭點地圖》（參下述）增補晚近見解，兩本書搭配起來效果

非常好。

3	徐律師《民法物權》（高點）

	 物權的建議用書比較分歧，張台大、李淑明跟徐律師都有人推薦。我

買的第一本參考書，就是大二為了過物權所買的李淑明，不過當時覺

得有點淺，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再加上債編已經念張台大了，最後就

決定換個口味唸徐律師。這本書相對來說比較深一點，在章節最後所

附的解題，雖然就篇幅或程度而言，考試中一定寫不出來，但對於概

念的釐清有很大幫助，整體來說我非常推薦。

4	黃詩淳老師上課講義（略）

5	林青松《3Q 身分法解題書》（保成）

	 很多學長姐都建議，可以用林青松的身分法解題書搭配黃老師的上課

講義，所以我也從善如流。以解題書來說，本書算是誠意十足，從概

念說明到題目講解，都非常完整充實，甚至只念林青松，我認為也是

足夠的。要說缺點的話，大概是本書涵蓋的題目範圍有點太久遠，讓

全書的篇幅變得有點太多（相較於身分法的期望配分來說）。

6	民法文章約 20 餘篇（略）

7	賴川《財產法爭點地圖》（讀享）

	 承前，我是在準備國考時，用這本書來補充最新見解。本書對於財產

法上爭點的統整相當有一套，可以幫助讀者迅速跟上最新的學說、實

務脈動，很適合考前閱讀。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怎樣，這本書在章節編

排上，剛好跟張台大搭配的很好，讓我在自己做摘要時，減少很多交

互參照的時間。

8	張璐《債法題型破解》（讀享）

	 張璐解題書的好，應該無需多言。誠如去年學長姐的感言所述，這是

一本「很有誠意」的解題書：爭點掌握清楚、層次井然、說理完整、

篇幅適中，也考慮到學生的程度，是可以寫在考卷上的擬答。只能推

薦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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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張璐《張璐的物權法有聲解題書》（讀享）

	 因為債法解題書看得相當滿意，所以物權法我繼續選用張璐解題書。

本書最可貴的地方，應該是在於最前面的重點整理，對於想快速複習

物權的人來說，非常實用。不過因為時間有限、加上徐律師的書也有

解題的內容，所以我沒有仔細看完這本書，主要是參考他的重點整

理，加以整合進自己的筆記中。

0	賴川一試總複習（讀家／讀享）

	 讀家的總複習在民事財產法一科同樣提供雙師資，在一試的部分我是

聽賴川老師的課程。講義的編排跟整理算是很不錯的，老師的講課也

很清楚，沒什麼大問題。

q	張璐二試總複習（讀家／讀享）

	 在二試的部分我就沒有繼續聽賴川，理由是我已經看過他的《爭點地

圖》了，聽同學說總複習內容跟書的差別沒有很大，所以就聽張璐。

張璐的講義同樣算是很有誠意，補充了很多實務見解，從老師的講課

中也可以感覺到其功力確實深厚，但就是板書真的….. 以致於真的

要很認真聽才行。不過總體來說我覺得還是瑕不掩瑜。

五、刑訴

1	黎律師《刑事訴訟法研析（上）、（下）》（高點）

	 如果說債法的通說是張台大，那刑訴的通說大概就是黎律師。當時在

考慮要讀教科書還是參考書時，其實猶豫了一陣子，但最後考慮考試

需要，確保自己就實務、美日、德派均有所掌握，還是選了黎律師。

整體來說這本書確實算是很不錯的，該提及的爭點均有所著墨，不過

有時候只有附上實務見解、卻沒有多做說明，會讓讀者有誤讀的可

能，有些章節的安排也稍嫌凌亂（但也可能是因為我沒有聽他的課程

啦）。

2	黎律師《刑事訴訟法實戰解題書》（高點）

	 相比於參考書還有些缺點，黎律師的解題書就真的是夭壽讚，完全沒

話說。從選題到解題都非常用心，且不論是篇幅與架構，都是可以寫

在考卷上的（當然，前提是刑訴的程度夠強……）。如果能夠對於書

上的題目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刑訴基本上可以說是沒什麼問題了。

3	孫宥《刑事訴訟法實務必考熱區》（學稔）

	 實務見解在刑訴一科的重要性無庸贅言，在讀書會同學的推薦下，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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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本書來加強實務見解。整體來說沒有什麼大問題啦，不過坦白

說，本書雖然在 2019 年 7 月改版，但改版的幅度似乎不算是很大，

一些比較新的實務見解，其實都沒有收進去（我很驚訝 107 年第 1 次

刑庭決議竟然沒有收錄），所以本書的幫助不算是很大，大部分的實

務見解在唸打底書時其實都念過了……

4	言頁一、二試總複習（讀家／讀享）

	 言頁老師的總複習，不論是課程或講義，我都相當推薦，特別是二試

總複習的講義，在編排上真的非常用心，算是補足我在讀黎律師時，

理解上比較沒有那麼清楚的部分。要說有什麼缺點的話，大概是浮水

印的解析度可以改善（XD）。

六、民訴

1	喬律師《民事訴訟法（上）、（下）》（讀享）

	 對於民訴要讀什麼，學長姐跟同屆也是眾說紛紜，有人建議直接讀許

士宦老師的口述講義，也有人建議就念喬律師。基於國考考量、再加

上自認大學時有認真念邱派（後來發現完全是自我感覺良好），就選

了喬律師。以參考書來說，本書鉅細靡遺的程度可說是無可匹敵。但

可能也是因為太詳細了、加上我只有念過一次，所以讀完之後還是覺

得不太清楚，看解題書時總是伴隨滿滿的挫折感。到最後越來越慌，

陸陸續續借了一堆筆記來看，總之我的民訴就是一台拼裝車。可憐

哪！

2	喬律師《喬律師的民事訴訟法解題書》（讀享）

	 既然體系書用喬律師，解題書也就繼續用喬律師了，有些學長姐說本

書有一些錯誤，但我民訴爛到看不出來，所以也算是安心使用。大致

上來說算還行吧，爭點整理的部分也講的滿清楚的，就是沒有留下什

麼特別深刻的印象。

3	喬律師《家事事件法焦點掃描》（讀享）

	 比起上述兩本書都還有一些爭論，這本倒是受到一致的推薦，大家引

頸期盼，總算在考前改版。對於一個從來沒有上過家事事件法的人來

說，我覺得這本書應付考試算是很足夠了，在法理交錯適用跟合併審

理的相關爭議，都講得很清楚。本書篇幅輕薄，大概就 200 多頁，不

會花你太多時間，雖然今年沒考家事，但花點時間念一下這本書，還

是相當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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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輔講義、學長的筆記（略）

5	李甦一試、二試總複習（讀家／讀享）

	 李甦應該算是我最喜歡的老師，上課上得好以外也很幽默，不知道為

什麼覺得很像蔡哥。整體來說我覺得老師的一試上的比二試好一點

（講義亦同），但可能是因為時間的限制吧，也是可以理解的。

七、商法

1	祁明公司、證交全修函授（讀家／讀享）

	 去年很幸運能抽到讀家的全修班函授，不過我最後只有使用商法課

程。祁明老師的全修課程算是相當不錯，對於公司、證交的重要概念

講解清楚，對於立法目的、價值權衡的說明，也幫助我在遇到沒看過

的爭點時，仍能推出可能的答案。至於常被人指出的語速，確實是很

慢，但對於函授來說比較不是個問題。不過在講義的編排上略嫌擁

擠，建議可以預留讓同學抄筆記的空間。

2	祁明公司、證交一試、二試總複習（讀家／讀享）

	 公司、證交的總複習課程同樣是祁明老師，相比於全修班，我覺得一

試總複習在進度的安排上，可以再做調整——例如公司法前面（13、

15、16 條）就講太久了，以致於後面不是上的太趕、就是讓大家回

去自己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到了二試時我就沒有聽課，直接看講

義。

	 不過我個人認為祁明的二試講義很神….. 因為自己並不是民商法組

的學生，無暇閱讀相關文章，祁明的講義提供非常大的幫助，透過學

說見解的補充，大大厚實了寫作時論述的強度。

3	高宇保險全修函授（讀家／讀享）

	 高宇的《就是這本保險法體系＋解題書》原本就是許多人推薦的好

書，函授也是使用本書做為教材。若你的程度不錯，其實只讀書就相

當足夠了，但上課還是有助於釐清比較艱澀的概念，幫助也相當大。

4	高宇保險一試、二試總複習（讀家／讀享）

	 可能是因為總複習的堂數比較少，在時間的分配上，同樣覺得可以再

改進。但講義補充的晚近見解，還是相當不錯的，印象中老師也有猜

到今年的考題。

5	蕭雄、雋婕《商事法老師解題》（保成）

	 其實商法算是我最弱的一科：大學時公司法的成績不佳、汪老師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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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法學說比較特別，然後我甚至沒學過證交法。但考慮到商法三科只

有 100 分，以前商法給分又偏低，我最後還是選擇不花太多時間在商

法上，而這本三科合一的解題書，剛好符合需求。本書解題上應該是

沒甚麼大問題（就算有我也看不出來），其中公司法又比另外兩科更

優質一點，要說缺點的話，大概是作答篇幅略多一些，考試上不太可

能寫到這麼多，當然這也有助於釐清相關概念。

八、勞社

1	游正曄律師《就是這本勞社法體系·解題書》（讀享）

	 這本書比較少人推薦，我也是當時去新學林買別的書時，翻了翻感覺

順眼就買了。本書讀起來滿舒服的，對於晚近的題目均有收錄，提供

的擬答也相當合理，是欠缺合理依據又自相矛盾的 400 分制度上路

後，不想花太多心力在選考科目的好選擇。

2	士音勞社法二試總複習（讀家／讀享）

	 跟其他總複習課程不同，士音老師的二試總複習主要採取爭點式的編

排，我滿喜歡這樣的編排，可以快速檢視自己是否有不夠熟悉之處。

雖然有時會覺得稍微簡略了一些，不過考慮到選考的重要性降低，這

也是可以理解的作法。

肆  準備方式

我在準備研究所考試時，各科的做法其實大同小異：先看過一遍打底書

→重看打底書並做摘要→看解題書並增補摘要內容→持續複習、增補摘要。

這個方法的優點，在於考試後期只需要看自己的摘要就已經足夠，再加上是

自己整理而成，熟悉程度較高、也更能確保自己確實有唸懂；缺點則是相當

花時間。

考完研究所、開始準備國考，考慮到時間可能不太夠用，便放棄了摘要

的念頭，打算直接刷解題書。不過到了六月底，才發現不做摘要後，自己雖

然已經唸過一遍，解題書還是看得很吃力，顯然對我來說，摘要仍有其必要。

在時間壓力下，我改為：（先看一遍打底書）→看解題書寫下爭點，再回去

參照打底書做摘要。刑訴、商法都是用這個方法做的，比起前一種作法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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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但可能會漏掉解題書沒有收錄的爭點。

整體來說，我認為「有自己的產出」是非常重要的事：透過把讀過的

內容，用自己的方式整理，比較可以確保自己對於該科有全面、完整的了解

──印象中，我考前所參考的每篇心得文，雖然做法不盡相同，但都不約而

同提到筆記／摘要的重要性。而且，產出也必須要是「自己的」，別人的筆

記或許有參考價值，但無法複製其思考脈絡、重塑知識體系，終究有其侷限。

因此，以下我做摘要的方式，也不見得適用於每一個考生。

一、摘要

每科我都會選擇一本書作為摘要的架構，再將其他參考書的內容補充上

去。由於會不斷的增補、調整，再加上效率考量，我是使用電腦來製作

摘要，約莫在考前一個月完成至一定程度後，再將其列印成冊，此後如

有任何再唸到新的東西、或我有任何想法，就寫在旁邊，或使用便利貼

來補充。

下圖是我刑分摘要的某一頁，摘要的章節安排我主要參考王皇玉老師的

上課講義，但會把薛智仁老師的見解補充在對應的段落，至於念到的黃

榮堅老師與薛智仁老師的文章，則將其摘要在右邊的便條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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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練習

除了摘要以外，另一個強力推薦的準備方法是「不斷練習」。在準備研

究所時，受惠於學長姐開設的讀書會，每週各科都有一次練習的機會。

完整的練習過題目，可以強化爭點意識、訓練寫作策略並修正時間分

配，是只看解題書或只練習開標所無法取代的。

到準備國考時，一方面是時間比較不夠、一方面是自己偷懶，雖然有和

朋友共組國考讀書會，但我都沒有確實練習，只有去參加解題的討論而

已，結果是幾乎聽完就忘。大概到考前一個月，我才又開始寫考古題，

每天至少會要求自己寫一題 100 分的題目，也鍛鍊自己的肌耐力。

在題目挑選上，讀書會一開始是依進度挑選題目，到後期則是以近三年

的國考題為主（特別是一題 100 分的新型態，需要親自練習過才知道要

怎麼調整寫作策略）。就算沒有參加讀書會，也可以自行參照解題書來

選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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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試

補充一下一試的準備方式，參考過去學長姊的作法，以已經參加過研究

所考試來說，大概留一個月到三週的時間準備就可以了。我是報名讀家

的總複習班，除了公法比較熟悉、向來難度也較低以外，各科我都有完

整聽過。此外就是寫考古題，沒有再買模擬試題。

準備時程上，我首先寫了 105 年的考古題，之後就開始聽函授，105 年

大概是 400 分左右。之後就是一邊重看總複習講義、一邊檢討考古題，

並先後對照 106 年、107 年各科得分的比例，調整時間分配（像我主要

是民、商兩科分數較低，在最後兩星期的準備，就以這兩科為主）。

　
7 月 15

日

7 月 16

日

7 月 17

日

7 月 18

日

7 月 19

日

7 月 20

日

7 月 21

日

早 刑法 3 刑訴 2 國私 強執 民訴 刑訴 行政法

午 刑訴 1 刑訴 3 票據 保險 民訴 刑訴 行政法

晚 X 公司 證交 證交 民訴 刑訴 國公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7 月 24

日

7 月 25

日

7 月 26

日

7 月 27

日

7 月 28

日

早 國私 法倫
106 民

法
票據 民訴 保險 民法

午 民法 刑法
106 刑

法
保險 民訴 刑訴 民法

晚 民法 刑法
106 公

法

106 商

法
強執 憲法

106 商

檢討＋

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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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

7 月 30

日

7 月 31

日

8 月 1

日

8 月 2

日
　 　

早
107 刑

＋公
行政法 民法 民訴

保險、

票據
　

午
107 民

＋商
刑法 民法 民訴 公司 　

晚
107 檢

討
刑訴

國私、

法英
強執 證交 　 　

參  其他雜談

準備考試一整年，我相信大家看過的東西都差不多。若是如此，決定考

試結果的，除了（占了很大一部份的）考運以外，應該不是「多看或少看了

甚麼」，而是其他的因素。因此除了好好念書以外，我也盡量調整自己的每

日作息、休閒活動、備考心態跟目標。

一、每日作息

扣掉考研跟國考中間的休息時間，以及考前一週的調整時間（參下述），

我每天大多維持「早上九點進圖書館、晚上十點半離開」的作息，就算

前一天不小心看 Youtube 看太晚亦同，頂多就是會在圖書館多睡一下。

雖然有人會說「如果都要睡覺何不在家裡睡」，但家裡對我來說是太安

逸的環境，一不小心就會說服自己把整天都放掉；而強迫自己在圖書館

肅殺的環境裡，會覺得一直睡覺的自己很可悲，心態上還是會比較積極

一點！

雖然在圖書館約十三個小時，不過也不是所有時間都在念書：吃午、晚

餐差不多要一到一個半小時，吃完三餐我都會再趴睡個半小時左右，然

後每唸一個小時差不多會滑10到15分鐘的手機。算算一天最認真的話，

大概也就是唸七到八個小時而已。

研究所跟國考都是八點開始考，為了要讓自己可以在八點時保持清醒、

前一天早睡也能睡得著，我會從考前一週開始調整作息，約莫是一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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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30 分鐘的節奏。

二、休閒活動

我沒有特別安排甚麼休閒活動，主要是學期間把上課當放鬆，考完一試

後的一週，每天用半天的時間彌補落後的助理工作進度，就算是放鬆

了。不過，雖然自己沒做到，但運動的習慣真的非常重要！運動有助於

維持體力，在念書時可以有較長的專注時間，也可以紓解壓力，所以還

是盡量擠出時間，去跑跑步或打打球吧。

我在每天下午都會固定去散步，路線不一，但大約會在 20 到 30 分鐘左

右，這是從高中考學測開始就有的習慣。散步的過程除了紓壓，也能夠

回顧剛才複習的內容、檢視自己是否確實理解，並據以調整接下來的準

備方法（雖然對於體重的飆升還是無力回天）。

三、備考心態

良好的心理素質是很重要的，就拿今年國考第一科憲法來說，考了好久

沒考的權力分立，很多人因此心情大受影響，在接下來的其他科目也無

法發揮實力。但其實就事後結果來看，只要還是能盡力擠出內容，分數

其實不一定差；反而是我自以為寫的不錯，卻只拿到差強人意的 47 分。

如果可以的話，不論是不是遇到自己不熟悉的爭點、寫作時是不是犯下

失誤，交出考卷的那刻，盡量讓自己覺得「我寫得實在夭壽讚」。正如

我一位學長在讀書會時對大家的勉勵：只要人到考場就贏了一半的人、

好好把考卷寫完又贏了另一半。

至於考前的焦慮難免，特別是在考前一、二週時，總會覺得自己還有好

多爭點沒有唸到，因此陷入負面的炫渦中，甚至打亂自己原本規畫的進

度。此時我覺得也不要太勉強，出去散個步、或去買個東西來吃，調整

心情後再回到書桌前吧。

四、設定目標

準備考試的目標當然是「考上」，但我總覺得只說要考上就跟只說要發

大財一樣，沒有甚麼實際的幫助，需要更具體一點的目標，才能在每一

個時點確認自己該怎麼做、還有哪裡需要進步。

以台大法研所考試來說，每年上榜的門檻，大概都維持在平均 50 分上

下，若是才剛開始準備、或是基礎不佳，可以先以此為目標，並隨著程

度的增加，提升自己在每一次練習的目標到 60、70 分。如果能夠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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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臨場狀態不好，都還是夠拿到 50 分」，那麼上榜的機會就非常

大了。

在國考也可以採取相同的策略，一試這兩年都落在 360 分左右、二試則

是開始公布評分要點，相比於研究所考試，更能夠藉以判斷自己的程度

大概在哪、距離目標還有多遠。不過，和普遍認為「各科都要有一定程

度」的想法相比，參考去年的各科分數分布，可以發現第 33% 與 50% 的

分數相差並不大、都在 5 分左右，似乎代表評分結果在中段考生的鑑別

度並不佳（但需要更充分的資料才能支持）。若是如此，我認為也許可

以找出自己最具優勢的一至兩科，想辦法把分數衝高，以提高上榜的機

會。

（資料來源：考選部）

五、寫考卷的方法

最後是寫考卷的方法，開標、分點分項、爭點意識這些已經是老生常談，

就不再贅述了。但我覺得寫考卷跟平常寫作業、寫考卷的差別，其實沒

有那麼大，甚至是今年困擾很多人的國文第一題，在我看來寫作的策略

毋寧也相去不遠──句子跟句子之間的連結是否緊密清楚、各段落的主

旨是否一望即知等，其實是共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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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如此，對還在就學的同學來說，可以好好把握寫作業、寫報告的機

會，精進自己的寫作能力；若是已經離開學校，也可以此為調整的方向。

伍  結語

很幸運的在今年順利上岸，準備考試的過程中，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

希望這篇心得對於將要考試的同儕、學弟妹，在準備考試上也能帶來些許助

益。

考試的結果難免有好有壞，若是幸運考上，千萬別因此得意忘形，如果

可以的話，盡量多拉還在努力的朋友一把；要是結果並不理想，也不需要否

定自己過去這段日子的努力。只要確立目標、堅定前行，我依然相信天道酬

勤，努力總有一天會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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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司法官

律師（財稅組）榜首

陳昱廷
考取經驗談

- - - - - - - - About - - - - - - - -
我畢業於臺大法律系，因為雙主修經濟系的關係延畢一年，目前就讀

於臺大法研所民法組一年級，大學拿過二次書卷，因為雙主修之關係，成

績約中間。於今年陸續考上臺大法研所民法組、律師（財稅法組）與司法

官，大三時考過四等書記官。自 2018 年 7 月開始正式準備，沒補習（硬要

說的話，有 2018 年 7 月到 8 月有上過臺大資訊系統訓練班的「資料結構與

C++ 訓練班」），考研究所時參加民法、民訴跟商法讀書會，考研究所後二

試跟三試都沒有讀書會。（個人網站：http：//homepage.ntu.edu.tw/ ～

r08a21037/）



39考取心得

壹  準備書籍與文章等

一、憲法

1	教科書：沒有（沒有適合考試的書）

2	參考書與解題書

1.	植憲：憲法解題概念操作（上）（下）（2016 年版）、植憲的憲

法解題書、憲法必背釋字精研

2.	戈嚴：2019 釋字最前線

3.	各大補習班的網路免費資源（感謝）

3	說明

	 大三有帶「未收費」的轉系考讀書會，當初有整理講義，所以就用當

時自己整理的講義以及拿來作為講義基礎的直線解題概念操作。因為

法理上應該差不多，加上不想浪費錢，所以沒買新版的書；解題書的

部分我覺得不錯，但重點還是要多練習啦，另外最新的釋字一定要好

好掌握，所以當初有看植憲的憲法必背釋字精研以及戈嚴的 2019 釋

字最前線。這兩本書整理的很不錯，值得購入。

二、行政法

1	教科書：林明昕：行政法上課筆記

2	參考書與解題書

1.	朱律師：行政法 I、II

2.	周董周凌：題型破解

3.	各大補習班的網路免費資源（感謝）

3	說明

	 行政法幾乎忘乾淨了，所以我用朱律師的書打底，並以林明昕老師的

上課筆記當補充。為什麼不用黃律師呢？也沒有為什麼，因為我行政

法很爛，所以我覺得哪一本應該都差不多（都挑不出什麼毛病），所

以就選朱律師。解題書的部分選雙周的題型破解，原因是很厚，其他

同學也有推薦。用起來我覺得還不錯，也補充了不少較新的實務見

解。



40

三、刑法

1	教科書

1.	李茂生：刑法總則上課講義與筆記（當補充而已）

2.	謝煜偉：刑法分則上課講義（當補充而已）

2	參考書與解題書

1.	撲馬（沈伯洋）：刑法總則破、刑法分則 Q

2.	周易：這是一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這是一本刑法分則體系解題

書、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

3.	各大補習班的網路免費資源（感謝）

3	說明

	 刑法這科因為以前考書記官時就有整理自己的筆記了，所以幾乎都依

靠該筆記。考研究所時有看黃榮堅老師的基礎刑法學（上）（下），

驚為天人，但不適合考試；另外也有看盧映潔老師的刑法分則新論，

他是有點像字典的方式介紹各罪，適合一試。周易的部分是因為不知

道要看什麼，覺得單看自己的筆記怕怕的，所以就買來看。至於李老

師跟謝老師的講義與筆記，則是想了解日本客觀主義刑法對於通說與

實務邏輯不通之處的想法。雖然一者為關東客觀主義刑法，另一為關

西客觀主義刑法，但大致來講還是可以 match 起來，總之我不是「德

國媽寶」。

	 刑法的題目重點在抓出行為，而這個需要大量的題目訓練，因此選擇

購買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這本書在司法官律師的題目「大量

收錄」，我覺得「寫的非常好」。該書有答題模版，我覺得考刑法模

版要出來，才比較不會遺漏爭點。

四、刑事訴訟法

1	教科書

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下）

2.	謝煜偉：刑事訴訟法上課講義（強制處分部分）

2	參考書與解題書

1.	黎台大：刑事訴訟法實戰解題書

2.	林肯：刑事訴訟法體系書（上）（下）

3.	言頁：刑事訴訟法爭點地圖

4.	各大補習班的網路免費資源（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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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說明：

	 修課的時候刑訴竟然在謝老師的課上拿 A+（謝老師給分不算甜），

所以當時覺得自己刑訴應該不錯，結果因為國考都是考實務見解，而

有些實務見解幾乎是要死背，對於習慣 STEM 思考的人來說非常痛苦。

所以我在準備考試時，先拿林鈺雄老師的書打底（至少知道基礎法

理），之後整理林肯的見解與黎台大的解題書，把爭點寫在筆記上，

最後再用言頁的爭點地圖補充。我覺得黎台大的解題書把問題做了很

有系統性的整理，是我認為目前最好的解題書整理方法，而言頁的書

把爭點做了體系化的介紹，也十分推薦。另外，伊也在粉專中為大家

整理非常多實務見解，非常良善，在此也非常感謝他。

五、民法

1	教科書

1.	王澤鑑：法律思維、民法總則、債法原理、不當得利、侵權行為（特

殊侵權部分）與民法物權

2.	陳聰富：民法總則、侵權行為法原理

3.	陳自強：契約之成立與生效、契約之內容與消滅、契約違反與履行

請求、契約責任與契約解消（契約法四論）

4.	顏佑紘：物權上課講義

5.	黃詩淳：身分法上課講義

6.	民法讀書會文章集

2		參考書與解題書

1.	張律師：民法債編 I、II

2.	林青松：3Q 民法（身分法）破題書

3.	唐浩：物權題型破解

4.	各大補習班的網路免費資源（感謝）

3	說明：

	 考研究所的時候因為民法是主科，所以花比較多時間念。由於我個人

是教科書派，再加上以後也打算從事民法研究，所以大部分時間拿去

念教科書。我會自己整理筆記濃縮精華，再把其他見解補充上去，這

樣考試前看自己整理的就好了。至於練習的部分，考研究所前主要是

配合讀書會的進度，並由學長批改（在此特別感謝孫學長與謝學長），

考完研究所後沒有特別練習，到大概 8 月考完二試後才開始寫幾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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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國考題。身分法部分沒有特別看別的書，以黃詩淳老師的講義為

主。

	 解題書部分，很多人會使用張璐的解題書，那我個人是沒有用，但有

買唐浩的解題書，我覺得「寫得非常好」，我在與高大律師合開的民

法讀書會也有特別引用其見解。身分法的部分使用林青松的解題書，

我覺得還行。

六、民事訴訟法與家事事件法

1	教科書

1.	許士宦：口述講義民事訴訟法（上）（下）

2.	邱聯恭：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一）（二）（三）（當補充）

3.	沈冠伶：民事訴訟法與家事事件法上課 slide

4.	助教課輔講義

5.	讀書會文章集

2	參考書與解題書

1.	喬律師：民事訴訟法（上）（下）、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2.	薏偉：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3.	李甦：家事事件法

4.	武律師：家事事件法解題書

3	說明

	 考研究所時以許老師的書打底，並補充大量的「一手」文章。準備國

考階段，主要以喬律師的兩本民事訴訟法將不熟的地方再複習一次，

並且配合「寫得非常好」的喬律師與薏偉解題書。我在上學期開設的

讀書會中，幾乎每次都會引用該二書的見解，而讀書會的同學與我一

同「大開眼界」，帶領大家到「未知的領域」，提供我們異樣的「程

序法詮釋邏輯」。	

	 家事事件法部分，主要還是以沈老師的上課 slide 為底，因為老師是

立法幕後功臣。而我另外選用的武律師與李甦也「寫的非常好」，內

容毫不雜亂，非常整齊，讓人立刻掌握到重點；李甦的書也是，雖然

薄薄一本，書中的內容完善的程度令人驚豔，嘖嘖稱奇。

七、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保險法

1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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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宛如：證券交易法上課筆記與課輔講義

2.	汪信君：保險法上課筆記

2	參考書與解題書

1.	蕭雄：公司法﹣伏

2.	高宇：保險法體系解題書

3.	蕭雄、雋婕：商事法解題書

4.	讀書會講義（在此特別感謝鄭律師 aka	107 律師財稅法組榜首）

3	說明

	 準備研究所時主要按讀書會進度複習，公司法部分以蕭雄的書打底，

內容十分豐富；證交法部分則以曾宛如老師的上課筆記與課輔講義為

重點複習；保險法部分也以汪信君老師的上課筆記為底（# 汪粉出征

寸草不生）。

	 在準備國考階段，公司法以先前整理的筆記為複習材料，證交法亦以

曾宛如老師的課輔講義複習，保險法部分，因為聽說國考不能用汪老

師的書複習，所以買了高宇的保險法體系書，但因本人程度不足，所

以後來還是回去念汪老師的上課筆記（# 汪粉出征寸草不生），不過

也沒有招致過大的不利益（保險法拿 19.5 分，滿分 25 分），只能說	

# 汪粉出征寸草不生。

	 解題書部分以蕭雄與雋婕的書為主，答案完整，架構清楚，十分推薦。

八、國文

沒準備。但這裏我想特別講，很多人會覺得國考國文就是要寫一些儒家

孔孟之類很高檔的思想，這個倒是不盡然。我在本次國文第一題討論科

學研究的合理性與道德性問題中，主要以現行研究倫理出發，討論在技

術革新的趨勢下應如何調整倫理限制，其中舉例如過去僅能透過隨機抽

樣（random	sampling），而現在大數據時代來臨，可透過 ML 方式進行

研究，就此部分的因應等，沒有寫孔孟儒家思想，最後該題拿到 34 分

（總分 50 分），也不致太慘烈。

作文部分沒有寫太多，主要是想提早交卷回家念第二天的科目跟想上廁

所，所以大概早 40 分鐘交卷。結果交卷後離開教室，忘記把東西拿出

來，結果無法再進入考場，所以在外面吹風 40 分鐘。請大家要特別注

意考場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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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財稅法

1	教科書：沒有

2	參考書與解題書

1.	夏敬，這是一本財稅法解題書

2.	大寶，財稅法題型破解

3	說明

	 大學沒修過稅法（葛克昌老師的課，程度不足無法知悉其內容），所

以硬著頭皮念解題書。不過稅法很多還是牽涉到行政法範圍，所以複

行政法時同時也在為稅法打底。兩本解題書應該都不錯，寫的很清

楚。

貳  準備過程

2018 年 7 月到 2019 年 2 月考研究所前，主要準備民法、民訴、商法與

刑法，而前三科因為有讀書會，進度上跟著讀書會走；而因為課修的比較多

總學分 21，有 8 個 STEM 學分），還要準備交大科法所的書面資料與面試，

所以都是用比較零碎的時間準備研究所考試。

考研後休息一陣子，3 月中開始準備公法、刑訴與稅法，中間略念家事

事件法。下學期結束後正式準備一試，一試考完後再把國考科目做總複習，

倒數 59 天時開始練習考古題（印象深刻因為我有 po 在 ig），總複習頁數約

在 30-40 面的作答紙，以國考來說並不算很多。

2018 年 7 月到 2018 年 8 月：民法念到債各、民訴念完許老師、刑法念

完撲馬刑總刑分、商法念完公司法 - 伏、證交法、票據法

2018 年 9 月：民法複習民總跟契約之債、民訴複習到客觀合併、公司

法複習到董事會、刑法念完黃榮堅老師的上冊

2018 年 10 月：民法複習法定債跟債各、民訴複習到下冊的既判力、公

司法複習完、票據法複習完、刑法念完黃榮堅老師下冊

2018 年 11 月：民法配合讀書會進度念完契約之債（兼念陳自強老師的

契約法四論）、民訴複習下冊剩下部分、商法配合讀書會進度複習公司票據

保險，刑法複習刑分自己整理的筆記到自由法益

2018 年 12 月：民法配合讀書會進度複習債各物權、民訴配合讀書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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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念老師的文章、商法配合讀書會進度複習保險法跟證交法、刑法複習完刑

分筆記

2019 年 1 月到考研究所：總複習

2019 年 3 月到 2019 年 6 月：複習行政法、憲法、刑訴、民訴、稅法，

5 月開始複習刑法跟保險法

2019 年 7 月到 2019 年 8 月：一試總複習：小科也在此時念完

2019 年 8 月：民法複習完，刑法複習完，民訴念 75%，刑訴念解題書，

憲法念完基本權，行政法念到雙周解題書第四章，商法念完公司證交，稅法

複習完

2019 年 9 月到考試前：念解題書，有空則練習題目，並補充各類實務

見解

參  司律一試準備

一試的部分，我是期末考後開始準備，以民法民訴 / 刑法刑訴的糕點

綠皮書考古題為準備。一試的重點其實就是法條，就一試未與二試重疊的部

分，有些科目不用特別準備（也準備不起來），比如說國際公法、法英與強

執；比較好準備的則是國際私法跟法律倫理。但因為我是比較不會考選擇題

的人，所以就不好意思介紹我的準備方法。

肆  司律二試準備

考試前有購買「考前特搜」補充實務見解跟文章，我覺得這本書還不錯。

其他部分，考前還是回到基礎的打底，因為題型千變萬化，猜中「單一見解」

的可能性實在不高，而且也沒有效率，更可能造成類似overfitting的問題，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去做 dimension	 reduction 或 weight	 decay，就是「紮

穩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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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其他

最後，十分感謝修課老師在國考期間的包容，包括楊老師、蘇老師與陳

老師。雖然只有缺席過 2 小時的課，但還是很感謝老師們。另外，也感謝老

闆張老師海量允許我在國考後才開始報聘，也感謝老師的鼓勵；我也要感謝

孫學長、謝學長、戴學長與鄭推事的讀書會，感謝老師與助教們的教學，感

謝林學姊與丁同學在考試期間的鼓勵，以及讀書會的學弟妹們。最後，也感

謝家庭的栽培。

另外，也感謝讀家補習班及其老師們提供的互聯網上免費資源，如此為

考生著想的補習班可謂幾乎不存在；也十分感謝國家與黨讓我成為更好的人，

感謝眾多 ytr 在考試期間帶給我的歡笑，包括博恩夜夜秀、眼球中央、柴犬

兄弟與呱吉。感謝看到最後的各位，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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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司法官

行政執行官榜首

蔡培彥
考取經驗談

- - - - - - - - About - - - - - - - -
101 年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畢業，目前就讀警大安全系研究所一年級，

105 年 5 月開始準備國考，不是本科生，校定必修只有刑法、刑訴、行政法

等法律課程，學分不夠不能考律師，大學對這些非本科系的課程是抱著得過

且過的心態，也沒很有興趣，基礎不怎麼樣，上班後會用到的法律大概是刑

訴強制處分那邊，所以可以說滿陌生的，幾乎是從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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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考取成績

一、司律一試成績

綜合法學一 < 刑法……法倫 >：	116								

綜合法學一 < 憲法……國際私法 >：116

綜合法學二 < 民法	民事訴訟法 >：130

綜合法學二 < 商事法	法英 >：78

二、司法官二試成績

憲法與行政法：100.5																															

國文：65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107																									

商事法：71.5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1：94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2：83.5

總分 :521.5			排名 :31-35

三、行政執行官筆試成績

國文：65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58										

法學知識與英文：72																									

民法：86

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24

行政程序法與行政執行法：75									

民事訴訟法：58

強制執行法與商事法 :69

平均 :63.03	排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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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準備方法 &時間規劃

一、準備方式：

我有報名 108 年讀家補習班的二試總複習，其他時間自己讀，因為我是

上班族怕下班還要再去補習班會太累效果不好，到最後變成在應付課程

為了上完而上完，所以沒報名面授課程，一開始是自己讀加上買民商法

的函授來看，各科準備的方法跟原則是教科書當成工具書、先快速看幾

次參考書，再開始看解題書，不懂的再回去翻參考書或是教科書，但我

現在回頭看會建議先快速瀏覽一遍參考書，看不懂就跳過沒有關係，接

著開始看解題書，解題書要多翻幾次，翻完之後再回去看參考書，千萬

不要花太多時間在所謂的「打底書」上，假如你跟我一樣屬於準法律門

外漢等級，那非常推薦用這種方式，看過題目再回去看打底書會比較快

建立架構，省時省力又省心；解題書的服用方法是先快速瀏覽過一次，

第二次看的時候把擬答遮起來自己認真動筆寫過一次，這個階段先不用

求時間內寫完，寫得出來比較重要，第三次則是不用動筆寫，看到題目

在腦海中仔細想要怎麼回答，最後一定一定要回去翻參考書跟教科書，

這時候來看參考書跟教科書，會更有概念、觀念會更透徹，而且有些爭

議是實務界或學界討論已久但是從來沒考過的，這時候看參考書跟教科

書要一併注意這些重要卻還未出題的地方。

要不要作筆記 ?

我自己是會做，我做筆記的方式是問題式引導，把不會、容易忘記、看

了又忘一直跟你作對的爭點當作標題，下面寫爭點的內容，這樣就可以

更快速的複習爭點，所以建議跟我一樣背東西不是很在行的話可以用這

種方式；基本上大家都會去買分科法典來用然後有些重點直接寫在上

面，我也推薦這種方式，我到 108 年 3 月才開始用這種方法，我整個

108 年都在後悔為什麼不早點做，這個方法真的效果非常好，我是拿考

選部發的法條本來用，複習起來有如神助，請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二、時間規劃：

1 105 年 5 月～ 107 年 8 月

	 這個階段是所謂的基礎建構期，各科看起來都是一頭霧水跟天書一

樣，我的觀察很多跟我背景相似或是兼職考生這個階段就會放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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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經真的完全停下來過，後來覺得還是認真嘗試一遍，認真過要放

棄再放棄，這段時間我沒有任何的進度表，一科看累了就換一科，我

先從內容比較多、我覺得比較困難的科目開始，憲法因為太多了也擺

到後面，這個期間完全沒有碰到憲法跟票據法、一試有考二試不考的

科目也完全沒有看，這個階段算是還在摸索，換過各種讀書方式、地

點、時間安排，一直到 107 年司法官第一試放榜發現居然有過之後，

才開始有了信心，節奏才開始加快。

2 107 年 9 月～ 10 月中

	 這段時間對我後續影響非常的大，因為本來以為 107 年司法官第一

試跟 106 年一樣都不會過，結果被我僥倖爬進去（再多錯 2 題就再

見了），雖然成績很後面但是我非常開心自己可以去考二試，也發現

自己實力可能也自己想得那麼不堪，我放榜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趕快去

跟朋友拿植憲老師的憲法函授來聽，因為自己在這之前都沒有讀過憲

法，除此之外每天讀書時間拉長到接近 11-12 個小時，這段時間我

全神貫注，用「每一分鐘都很珍貴」的態度讀書，效果也真的超過以

往許多，我這個階段發現快速換科是非常有用的複習方法，因為司法

官考科太多了，很容易讀了這科忘了那科，對付考科多的考試方法就

是要快速換科，一科千萬不要讀超過 3 個小時，雖然已經知道 107 年

司法官不可能上榜但是我仍然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最後總分

471.5，排名 449 名作收，公法與行政法分數考得比前 92 名平均高一

些，我也感覺行政法好像是比較熟練的科目，想說那 108 年也來報名

行政執行官試試看。

3 108 年 1 月～ 10 月

	 本來是打算過完年後再開始慢慢加溫，但是因為 107 年考得比自己想

得還要好，看似有機會 108 年就可以終局解決國考，我提早到 1 月就

開始讀，107 年民法民訴成績非常地差，慘不忍睹，所以我一整年每

天都會花不少時間看民法（主要是債編）、民訴，另外 1-5 月各科都

看但著重加強刑法、行政法以及 107 年大修過的公司法、5-8 月只看

民法民訴跟行政法，因為要去考執行官了，執行官考完休息一下後開

始全面複習各科，民法民訴的比重更拉高到每天三分之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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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各科準備方法

一、憲法、行政法

憲法非常推薦植憲老師的課程，我是聽函授，植憲老師用非常簡單的方

法就可以讓你對基本權保障的內涵、憲法訴訟的原理架構都快速掌握

（權力分立整個跳過，沒心得可以分享，請不要跟我一樣，今年吃了大

虧），就算大法官現在是用寫週記的速度在發表新的釋字你也不會害

怕，只要腦中有了各個基本權的內涵跟演進過程，新的東西來了也就只

是簡單補充而已，不用太擔心；我沒有跟別人討論過，但我想很多人應

該跟我一樣，會覺得讀了憲法 23 條的三個內涵之後，對行政法也有莫

大的幫助，建議如果行政法一直有樹不見林的感覺，可以換讀憲法法律

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等等。

行政法嚴格來說市面上的解題書、參考書拿來對付行政執行官的考題是

完全不夠用的，所以這一科我建議要考執行官的人務必要再去找比較深

入的專書、教科書來看，尤其行政救濟法，司律考題說起來是比較不重

視這塊或者都考得比較簡單，如果只用司律的強度準備的話，場景一換

到執行官就慘了，分數會非常差，跟我今年一樣，所以建議這一科一定

要找專書來看，要強調的是不管你看什麼解題書，這科都要有看到解題

書會覺得寫得不夠好才可以，甚至你可以藉由考古題自己想出其他的爭

點或可能衍生的問題，這樣最好，另外有些解題書都不寫法條直接講結

論，這對要準備執行官的考生不太好，請要準備執行官的人務必要自己

在腦海中把題目可能涉及的法條走過一遍，條文一定要非常熟悉才可

以。

二、刑法、刑事訴訟法

刑法唯一推薦的補習班老師 - 連芯老師，非常認真，比學生還認真的老

師，我刑法算比較有概念，但是一直有一種無法突破、程度停留在某一

個階段就上不去的感覺，直到上了讀家補習班的二試總複習聽了連芯老

師的課之後，整個有打通任督二脈的感覺，對刑法有了更深一層的認

識，超級推薦連芯老師 ! 另外我一直是自己一個人念，沒有組成讀書會

也沒有討論的對象，我報名總複習班最希望的是有人可以討論問題或者

可請教問題，這方面連芯老師更是一流的，非常有耐心回覆學生提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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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快讓我覺得感動不已，如果刑法要提升，請一定要來上連芯老師的

課 !! 我刑法總則、分則都是看撲馬老師的書，我現在會覺得撲馬老師

寫得算困難，頭幾次讀你覺得你已經懂了，之後再去看別的書會發現其

實沒有真的懂撲馬老師的精隨，看了別人的書再回去看撲馬老師，會對

刑法有另外一種感覺；解題書推薦李允呈老師的總則、分則解題趣，非

常夠用。

刑訴的部分，言頁老師對於學生的提問也會熱心解答，跟連芯老師一樣

就算不適上課時間有問題，下課之後老師也會提供聯絡方式，基本上回

答提問的速度都很棒，言頁老師是執業中的律師，對於實務見解的掌握

也非常充分，也是沒話說的老師，更棒的是總複習講義幾乎涵蓋所有爭

點，要看什麼都有，讚；刑訴這一科我直接看解題書，就沒有從參考書

開始了，解題書多看幾次之後可以直接補充實務見解不一定要再看參考

書；刑訴解題書推薦黎律師（黃博彥）。

三、民法、民事訴訟法

1	民法：民法這科要非常注意，配分很重又比較難，再怎麼不喜歡都要

好好面對，民法真的困擾了我許久，讀了一陣子會發現其實最難的大

概就是債編，物權、親屬跟債編比起來是覺得有稍微容易一點，以下

說明各編準備方式：

1.	總則：司三的民法考題共四題，剛好四編各出 1 題，跟司律總則很

少出在第二試不一樣，所以要考執行官的話不能偏廢，總則是非常

重要的，民法的根基，總則的準備方式是看王澤鑑老師的聖經後，

去買一本民法總則的解題書來寫，務必要真的動手去寫，然後買一

本分科法典或者拿考選部發的法條本也可以，直接把重點寫在法條

旁邊比較好複習，最後一樣要再回去看王澤鑑老師的聖經，然後再

補充實務見解，照著這樣的順序去跑過 3、4 遍以上總則才有機會

比較熟練；司三的考試實務見解超級重要，一定要想辦法補充最新

動態。

2.	債編：這編內容最多也最難，相信是很多考生的死穴，我也痛苦非

常久，以司律來講債編真的不是狂啃解題書就有用，跟總則準備的

差別則是打底書最好買個 2 本、解題書也要 2 本以上，因為債編的

題目比較容易有開放式問法，各種流派對題目的解法也會有點不

同，多看幾種解法可以擴展你思考的境界，或者說同一個議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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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多看幾種說法對學習這科也非常有幫助；債總一定要滾瓜爛熟，

尤其是債務不履行要讀到完全零死角，債各的話請將主力放在買

賣、租賃、承攬，委任、贈與加減看。

3.	物權：物權的重點是大法官解釋要非常熟悉，熟悉之後再看實務見

解，物權最好的教材我認為是物權編各法條的修法理由，寫得很清

楚又容易理解，另外雖然司律考試有附法條可以看，對法條熟悉還

是很重要，物權大家都知道共有、抵押非常重要，但是也不要偏廢，

近幾年共有、抵押以外的爭點也都有出，所以物權這科要全面性的

多看幾次。

4.	身分：身分法這科重點是「找人」、「算錢」，算錢沒有別的，多

練習就對了，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遺產分配這兩個部分要

練到什麼樣的標的要納入計算、如何計算都十分嫻熟，看到什麼都

可以立刻連結到自己曾經練習的考點；親屬法有關身分的部分，近

期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大法官解釋和修法也要一併關注。

2	民訴：這科也是會讓大家沮喪一下的科目，執行官的民訴題目是自己

出跟其他類組分開，出題風格跟難度跟司律比較接近，近兩年都只出

3 題，跟司律一樣要考生一題寫多一點，所以這科司法官考試跟執行

官考試準備起來沒有差別，我的建議準備方式是找一本可以盡量涵蓋

各學派見解的打底書，真的沒有涵蓋就看缺哪個部分學說直接再買一

本，多看有幫助，解題書也一樣，找一本對實務見解、邱派見解、政

大姜老師見解都有涉獵的作者編撰的解題書來看，因為近兩年題目很

明顯數個學派的見解都有出到，實務、每一種學說都要有一定程度了

解才不會在考場上被突襲，這科要用章節的角度去審視哪個部分比較

不熟，再做加強；家事事件法一樣不能偏廢，最好找一本專書來打底，

家事跟實體法互動程度比較高，可以跟身分法一起複習，效果加倍。

四、公司、證交

我在準備的時候有看祁明老師的全修班函授，祁明老師講的非常清楚、

詳細，讓我對公司法在短時間內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祁明老師編得講

義也是超級棒的，很詳盡，總複習來不及講的地方，自己看也會覺得有

複習到不少東西，很讚 ! 公司法有一個小地方要請大家留意，近 2 年考

試都有考到經濟部的函示，請大家要一段時間就上去補充一下新的經濟

部見解；這科我沒有看參考書跟教科書，解題書推薦時律師公司法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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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考完了祁明老師才出書）。

證交也有看祈明老師的全修班函授，也是超棒的，其他的部分準備方式

跟公司法都一樣。推薦的解題書是里昂（黃程國）的解題書。

五、保險、票據

這兩科都花很少很少的時間，票據法 108 年開始司法官二試不考但是執

行官還要考申論，我的準備方式是買一本解題書翻個兩次就好。

保險法唯一推薦高宇老師，總複習一定要來，基本上老師的講義就會涵

蓋幾乎所有的重要爭點了，然後解題書也是推薦高宇老師。

伍  總結

從 105 年 5 月調可以正常上下班的單位開始準備，到今年 108 年 10 月

底司法官考完大概 3 年半的準備時間，前面一年半算是打底階段，這段期間

會非常辛苦會很累，正常來講像我這種半路出家的應該會每天都想放棄，我

現在回頭看會建議不要跟我一樣都自己讀，去補全修班有人可以請教問題會

好很多，但是撐過這段時間、找到自己讀書的方法跟節奏之後就不會想放棄

了，而且會變成不讀書比較累，找到屬於個人的節奏是非常重要的，節奏對

了，讀多久、在哪裡讀、要坐要站還是要走來走去都不重要，怎麼讀都有複

習到的感覺，節奏抓出來之外，心態也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心得是要想辦法

保持面對任何事情都處於波瀾不驚的心境，因為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很容易被

身外之事影響，保持平靜相當關鍵，107 年司法官考完之後發現自己對公法

似乎比較熟練，決定 108 年要同時報考行政執行官跟司法官，而兩個考試的

成績都算滿意，執行官筆試（平均 63.03）、總成績都第一，司法官也還不

錯（總分 521.5，排名 31-35），總結一下心得，最關鍵的是節奏感、要保

持自信對自己有信心，再加上保有不考上不甘願的企圖心，相信距離上榜也

不遠矣。什麼時候才會考上 ? 我自己的心得 : 看參考書可以發現寫錯或寫得

不好的地方、看解題書會覺得寫得沒有比自己好，這種感覺出現了，那就不

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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