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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法考试现在已成为我国最难的资格考试之一。在2002年首次司法考试中，报考人数36万人，合
格分数线为240分，录取人数24000人，通过率不到7％。2003年有将近20万人报名参加司法考试，合格
分数线也是240分，但是部分地区放宽到225分，达到合格分数线的为1.7万多人，合格率为8.75％。2004
年四张试卷由原来的100分改为150分，总分共计600分，试卷加大理论考查力度，难度有所提高。2005
年在保持2004年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对法学理论的考查力度，但2006年至2009年司法考试并
没有涉及法律文书方面的试题，但2010年司法考试考查司法文书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可以说，要
想通过司法考试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得分的题目。相对于其他题目，法律文书写作较好把握，容易
得分，而且考分稳定，2002年和2003年法律文书考试所占分数均为11分，但2004年未考法律文书。2005
年司法考试法律文书写作占25分。虽然2006年至2009年未考法律文书，但对考生来说，这种题型最能
考出考生司法实践能力的真实倾向水平，命题者不会不顾及这一客观情况。因此，我们预计在今后的
司法考试中法律文书写作方面的试题分值会比较稳定的。考生应重视司法考试中的法律文书写作，并
力争得高分。也因此我们决定对《司法文书写作指南》作最新修订。修订后的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代表性。本书收录了法院、检察院和律师常用的法律文书，如，法院的有一审和二审的民事、刑
事和行政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再审判决书；检察院的有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公诉词、刑事抗诉
书、检察意见书等；律师常用的法律文书有起诉状、刑事自诉状、辩护词、代理词、答辩状等。　
　2.实用性。本书按照法律文书的概念、格式、写法、范例和注意事项五部分写成，通俗易懂、简洁
明快、突出实例、注重应试。　　3.全面性。为了让考生能全面了解以前律考及司法考试法律文书的
考试情况，我们特收录了1996年以来的上述考试的法律文书试题，这样考生复习时更具针对性。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或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最后祝广大考生顺利通过司法
考试！

Page 2



《司法文书写作指南》

内容概要

《司法文书写作指南(法律版)》：26类司法文书囊括司考文书要点
概念、写法、格式、实例、注意事项一应俱全
并附历年司考（律考）司法文书试题
10类典型文书冲刺题及评分标准
奉献权威实用精品 搭建考试成功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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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人民检察院主要法律文书  一、起诉书  二、不起诉决定书  三、公诉意见书  四、抗诉书  五
、检察意见书  六、检察建议书  七、纠正违法通知书第二部分  律师主要法律文书  一、起诉状  二、上
诉状  三、申诉书  四、答辩状  五、反诉状  六、辩护词  七、代理词  八、申请书第三部分  人民法院主
要法律文书  一、第一审刑事判决书  二、第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三、第二审刑事判决书  四、再
审刑事判决书  五、刑事裁定书  六、第一审民事判决书  七、第二审民事判决书  八、民事调解书  九、
第一审行政判决书  十、第二审行政判决书  十一、民事裁定书第四部分  冲刺练习题  一、民事反诉状  
二、民事上诉状  三、刑事自诉状  四、民事答辩状  五、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六、一审民事裁定
书  七、二审民事判决书  八、一审行政判决书  九、不起诉决定书  十、刑事抗诉书附录：  1.2005年国
家司法考试法律文书制作试题  2.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文书试题  3.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文书制
作试题  4.1999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律文书制作试题  5.1998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律文书制作试题 
6.1997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律文书制作试题  7.1996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律文书制作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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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人民检察院主要法律文书　　一、起诉书　　（一）起诉书的概念　　起诉书，是人民
检察院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法律文书。因为它是以公诉人
的身份提出的，所以也叫公诉书。起诉书为打印文件。除首尾部分外，主要是三大部分，其中“犯罪
事实和证据”一般是起诉书的主体。对不同性质案件要写出法律规定的犯罪特征；有关犯罪事实必须
写清时间、地点、手段、目的（动机）、经过、后果等要素。要注意前后事实、时间之间的一致性，
注意保护被害人名誉。叙述犯罪事实，要针对案件特点，详细得当，主次分明。　　起诉书“附”项
根据案件情况填写，包括被告人羁押场所，卷宗册数，赃物证物等。起诉书以案件为单位拟稿打印，
一式多份。其中主送人民法院一份，抄送公安机关一份；通过法院送达各被告人每人一份，辩护人每
人一份；附入检察卷宗一份，附人检察院内卷一份。　　（二）写法　　起诉书写法由首部、被告人
（被告单位）的基本情况、案由和案件的审查过程、案件事实、证据、起诉要求和根据、尾部七部分
组成。　　1.首部。　　第一，人民检察院的名称：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外，各地方人民检察院的名称
前应写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对涉外案件提起公诉时，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名称前均应注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　　第二，文号：由制作起诉书的人民检察院的简称、案件性质（即“
刑诉”）、起诉年度、案件顺序号组成。其中，年度须用四位数字表述。文号写在该行的最右端，上
下各空一行。　　2.被告人（被告单位）的基本情况。　　第一，被告人、被告单位的基本情况应当
按照格式中所列要素的顺序叙写。　　第二，被告人如有与案情有关的别名、化名或者绰号的，应当
在其姓名后面用括号注明；被告人是外国人的，应当用其中文译名，后面用括号注明外文姓名。　　
第三，被告人的出生日期一般应以公历为准。除未成年人外，如果确实查不清出生日期的，也可以注
明年龄。　　第四，对尚未办理身份证的，应当注明。　　第五，被告人的住址应写被告人的经常居
住地，但当其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时，须在其后用括号注明户籍所在地。　　第六，被告人是外
国人时，应注明国籍、护照号码、国外居所。　　第七，对被告人曾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
应当在起诉书中写明，其中，行政处罚限于与定罪有关的情况。一般应先写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再
写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叙写行政处罚时，应注明处罚的时间、种类、处罚单位；叙写刑事处罚时，
应当注明处罚的时间、原因、种类、决定机关、释放时间。　　第八，对采取强制措施情况的叙写，
必须注明原因、种类、批准或者决定的机关和时间、执行的机关和时间。被采取过多种强制措施的，
应按照执行时间的先后分别叙写。　　第九，同案被告人有二人以上的，按照主从关系的顺序叙写。
　　3.案由和案件的审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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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6类司法文书囊括司考文书要点　　概念、写法、格式、实例、注意事项一应俱全　　并附历年
司考（律考）司法文书试题　　10类典型文书冲刺题及评分标准　　奉献权威实用精品 搭建考试成功
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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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装帧和印刷质量太差了，书上的字印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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