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 家 補 習 班

- 2022 -

《 律師．司法官  》



CONTENT

律師 勞動社會法

郭○萱
- 榜眼 -

19

彭○媛
- 榜首 -

司法官 榜首

04

蔡○祐
- 榜首 -

律師 智慧財產法

10
司法官 第五名

周○齊
- 第四名 -

律師 智慧財產法

32

何○蓉
- 探花 -

司法官 錄取 司法官 錄取

司法官 錄取

24
律師 勞動社會法

律師 勞動社會法



律師    3

律師 智慧財產法

王○詮

司法官 錄取

60

翁○誼

43

崔○瑋

57

CONTENT

- 第五名 - - 第六名 - - 第六名 -

司法官 錄取 司法官 錄取

馮○亮
- 第八名 -- 第六名 -

律師 海商法與海洋法

司法官 錄取

74

李○欣

司法官 第七名

69
律師 勞動社會法

律師 海商法與海洋法律師 智慧財產法



4   讀家補習班 考取經驗談

2022

彭○媛
- 榜首 -
律師 勞動社會法

司法官 榜首



律師    5

壹、前言

法律系本科生，大學時期各科成績均保持不錯。另外，由於對民法比較有
興趣，有報考民法組研究所，因此考研前準備的重點在民商法，公法、刑法則
是國考前才比較認真念。

貳、進度表

一、考研前：

7 月 民總、債二、債一、刑總

8-9 月中 公司法、債各、刑分財產法益

開學後 -10 月
刑分個人法益＋社會法益、保險法、民訴 ( 大概上學期
的範圍 )

11 月 -12 月
民訴、物權、證交、刑分國家法益（迅速看過）、身分
法

1 月 - 考前
(2 月中 )

總複習、背法條、複習民商法文章摘要、補新文章

二、考研後：

3 月後半 刑總、行政法

4 月 行政法、刑分、憲法

5 月 刑訴、憲法

6 月 刑訴、家事、民訴複習

7 月 - 一試前 複習比較不熟的公＋刑法、準備一試（約 2-3 週）

一試完 - 二試 複習民法、商法，各科總複習、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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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讀書方式

肆、一試準備

我當初排進度表主要是參考研究所讀書會、國考讀書會的複習時程，讓自
己在讀書會前可以將進度讀過一輪並稍微複習，並確保自己不會落掉特定的科
目，畢竟法律要唸的東西實在非常多。不過建議進度表不要排得太緊湊，不然
念不完的時候會很緊張，只要在有限的時間內依自己的能力盡量念，就很棒了。

考研究所的時候，因為配合讀書會進度，我大概同時會念 2、3 科，先讀
打 底 書， 中 間 遇 到 不 懂 或 是 有 點 懷 疑 的 地 方 會 參 考 舊 的 上 課 筆 記 或 是 助 教 筆
記，整本念完一次之後會立刻二刷，再慢慢看重點科目（民法、民訴、商法）
的文章，並沒有看解題書。準備國考的時候，因為跟公法、刑法實在是太不熟
了，多科併進有點痛苦，則會一次集中看一科，一樣是先看打底書、做筆記，
也會在後期搭配解題書。並且在準備研究所考試跟國考的過程中，都有參加讀
書會，練習實際寫題目的同時也可以大家互相討論。

由於我看書很快但是會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記起來，所以會在第二遍翻打底
書的時候做樹狀圖的筆記。做筆記比較方便的一點是，我會把之後在其他書上
看到的新爭點、老師的文章摘要都補充在同一份筆記上，並將自己比較不熟的
範圍特別標出來，每次複習的時候不熟的重點就會越來越少，最後總複習就只
要看一份被濃縮過的資料，要找東西也比較方便。不過缺點就是比較花時間。

我大概是在一試前三週左右先寫了一回考古題，估一下自己的落點如何，
以及比較不熟的科目大概是哪些。寫完發現自己大科目問題不大，便著重在把
法條翻熟（尤其是一些比較程序、平常不會去翻的部分，例如訴訟法的送達、
刑法的假釋等等），同時也有持續念二試的進度（以複習為主）。小科目則是
都忘得差不多或是根本沒有學過，因此有稍微認真的準備。法學英文準備起來
比較單純，就寫考古題把裡面有出現過的單字背一背。法律倫理有翻歐拉的總
複習講義，看完比較清楚重要的條文大概會是哪些，再稍作記憶。國際私法則
是自己把法條仔細看過一遍，學習式六法裡面也會就一些比較陌生的概念稍做
解釋，如果還有不清楚的部分再參考 Bill 的講義或影片。國際公法、強制執行
法和票據法有完整看完一試總複習的影片，國公的話主要是記一些重要常考概
念，其他有一些太細的東西就只能隨緣，強執和票據則特別推薦歐政的總複習，
時數不長但也可以把重要概念講清楚，適合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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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二試準備與答題技巧

如果是考研究所，或是準備上時間比較充裕的同學，或許除了打底書、解
題書以外會再去閱讀老師的文章。老師的文章裡除了點出問題意識、講現行法
如何適用之外，也常常有很多比較法、法理或是立法建議的部分，這部分通常
會是比較不確定要如何用在考卷上的。就立法建議的部分，我會通常會在答題
最後以立法論的層次補充的話，答題會顯得比較有深度；法理的部分，則可以
試著內化，有時間的話可以稍微提個一兩句破題，或是在理論選擇的時候做為
答題的素材，如果遇到從來沒看過的爭點也可以從法理基礎推導，讓改題老師
可以理解我們的思路；比較法的話，大多數時候這部分的重要性在考試上就相
對較低，可以先暫時跳過。總之，就考試而言，看文章的目的應該是希望可以
將它實際運用在考卷上，這時候可以善用關鍵字，或是自己練習用一兩句話總
結文章的內容，才不會覺得看了一堆但是寫考卷都用不出來。

另外，二試比較重要的應該是「練習實際寫題目」，除了訓練自己快速找
出爭點，也練習盡量有層次、有邏輯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同時又不要超過時間
限制。這部分推薦可以加入讀書會一起練習在時限內完成題目，並參照同學或
學長姐提供的擬答，或是請認識的學長姐幫忙看一下個人考卷的上問題。

而除了練習寫題目、翻自己的筆記複習，二試前我也有翻閱二試總複習的
講義，補充一些比較新的資料。其中程穎有整理一本實務見解和老師文章的講
義，陳楓也有就公司及證交法的時事補充，都相當推薦！

陸、推薦書單

備考的這一年多實在看過不少書，以下僅列出五顆星書單：

一、憲法
歐律師 憲法爭點解讀
歐律師 憲法解題書

二、行政法
程樂的十堂行政法解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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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法
刑法也看過不少書，不過大概是本人刑法資質不佳，自認不是念得特別
好，在此就不推薦了。

四、刑訴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 ( 上 )( 下 )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Jango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 補充：打底書的部分，也有些同學推薦黎律師的刑事訴訟法研析 ( 上 )
( 下 )，不過因為我只有比較熟悉德派的見解，一下子就看黎律師自己體
系上有點雜亂、看不太懂，因此還是以林老師的教科書打底，後期才用
黎律師補充其他見解。

五、民法
張志朋律師 民法債編 ( Ｉ )( ＩＩ )：我只看債總的部分
賴川 財產法爭點地圖：適合複習
陳聰富 侵權行為法原理
陳聰富 民法總則

六、民訴
賴瑞 民事訴訟法爭點整理：可以簡明的整理不同見解，適合複習

七、商法
黃程國 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
崴律師、翔律師 新公司法爭點解讀

八、勞社法
李毅、辰翊 勞動社會法爭點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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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研究所或是國考，考試真的都是很漫長的挑戰，中間會有很多懷疑
自己的時候，也會比較容易受到外在的影響，努力唸書的同時也要照顧好自己
的身心，適當的放鬆才能走得更長遠。另外，考試真的是一個七分靠努力，三
分靠運氣，即便沒有上榜也絕對不等同於沒有實力，不用因此灰心喪志！不過，
還是祝各位都能一次就順利上榜，走上自己理想的道路。

柒、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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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與前言

貳、成績

大學就讀台北大學法律系法學組，111 年畢業，110 年考上四等書記官，
111 年應屆考上台大民法組、政大北大民法組榜首、檢事官筆試榜首、律師智
財組榜首、司法官二試通過。

因為自己很常看心得文當作讀書方向的參考，也常常用來激勵、鼓勵自己
希望有朝一日也能上榜，因此希望可以分享一下這段讀書、準備考試的心得，
作為大家準備方向上之參考，希望對還在苦海中，跟我一樣有相同煩惱的考生
有所幫助。

一、111 年三等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筆試
國文 申：43 測：12      55
刑法 (18.5/5/15/22)      60
法學知識與英文       76
行政法 (12/15/18/14)      59
刑事訴訟法 (20/15/15/19)     69
民法總則與債權、物權編 (27/35/27)    89
智慧財產權法 (23/15/23)     61
強制執行法 (22/12/18/16)     68
筆試總成績：67.2332 分 ( 排名：1)( 錄取標準：55.4666 分 )

二、111 年司律一試
綜合法學（一） ( 刑法、…、法律倫理 )   122
綜合法學（一） ( 憲法、…、國際私法）   110
綜合法學（二） ( 民法、民事訴訟法）   124
綜合法學（二） ( 公司法、…、法學英文）  98
第一試成績：454( 律師成績排名：104)( 司法官成績排名：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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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時間安排

三、111 年律師（選試智慧財產法）& 司法官二試
憲法與行政法（68.5/56.5）     125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64/61）     125
國文（作文）（34/33）      67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一）（67/26）    93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二）（44/47）    91
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32/17/15）   64
智慧財產法（24.5/26.5/25.5）                                                                     76.5
律師總成績：641.5（排名：1）       ( 及格標準：508)
司法官總成績：565     ( 錄取標準：515.5)

一、考完研究所到台大放榜前
印 象 中 台 大 應 該 是 3/14 放 榜 的， 有 想 過 縱 使 考 完 研 究 所 也 不 能 放 縱 太
久，但說真的完全沒有心思讀書，所以算是放了將近一個月的假，我想
如果有準備研究所的學弟妹，可以給自己放個一個月的假應該是沒有問
題的，辛苦了那麽久，好好去充電一波再回來準備國考。

二、3 月中～一試前
因為研究所是考民法組，所以準備上就是重點直攻弱科「刑訴、行政法」，
這兩科對我來說可以說是最不熟的大魔王。3 月中大概花了一個月把刑訴
這科大致上跑過一遍，一開始先讀黎律的兩本參考書，然後去讀 Jango
的解題書，最後再看林鈺雄老師的案例書，先把刑訴打個底；4 月接近 5
月的時候換讀行政法，大概把程樂的那本書看個兩遍，然後雙周的解題
書也簡單看過一遍；6 月之後就開始準備小科，開始看一下憲法 ( 歐律師 )
跟刑法 ( 周易 ) 跟複習商法 ( 我商法比較不熟 )，三不五時也會搭配回顧
一下大科 ( 刑訴、行政法 )，避免忘記；7 月多之後開始準備一試，雖然
大家都說一試不需要太認真準備，但我還是真的蠻害怕的，不敢在一兩
個禮拜前才開始準備，所以開始看讀享贈送的一試總複習，把一些莫名
其妙的科目 ( 國私、國公、票據、法倫等 ) 都跑過一遍有個印象，然後開
始看法條，並且有些科目 ( 例如強制執行法 ) 就當作順便準備檢事官，有
看得比較深入，大概離一試兩個禮拜前開始做考古題，把 107 年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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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都寫過一遍，並且題題檢討，考古題平均分數在 480-500 分之間，
雖然我準備一試時間看起來蠻長的，但準備時也不是完完全全把時間都
花在一試上，可能也會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時間還是在複習刑訴、
行政法等等的。

三、一試～二試前
考完一試之後覺得怎麼考得都比歷屆難，心靈遭受摧殘，但還是馬不停
蹄得繼續準備幾個禮拜後的檢事官，這段時間把智財法準備得比較熟 ( 但
考前幾天才發現檢事官不考專利法考營業秘密法…)，然後也有密度高的
複習刑法、刑訴跟行政法這些檢事官也有考到的科目，至於民法 ( 好久不
見了？ ) 大該是這個時候有稍微複習一下，看一下自己法典做的筆記跟稍
微看過去賴川的爭點地圖。8 月底之後更慌張了，其實全部考科都跑過一
遍以上了，所以就是覺得自己哪科差就加強哪科，暑假期間除了上北大
的法學精進課程 ( 請優秀的學長姐幫我們複習國考科目 ) 外，我刑訴去買
了花滿堂法官的案例書補充，行政法買了李建良老師的兩本十講來補充，
並且開始閱讀若干刑法、行政法跟憲法的文章。最後就是考前兩到三個
禮拜開始寫考古題，也是練習了 107 年之後的所有題目，並且把答題要
點 載 下 來 仔 細 閱 讀，107 年 之 前 的 就 是 加 減 寫 然 後 搭 配 答 題 要 點， 沒 有
全部寫 ( 個人建議考古題的練習可以提早 )。

書單部分僅羅列在準備國考中有看過的，研究所看得就不列上去了。

一、民事法
自己做在法典上的筆記
偶爾閱讀一些新文章
賴川 財產法爭點地圖
賴川 總複習講義
喬律師 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至安 總複習講義
一群人 實務最前線 民法 X 民訴
張璐 實務必考熱區 民總、債法

肆、書單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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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久以前就會聽到傳言，學長姐總說國考的時候，自己研究所那組
的科目通常都會考得比較低，我原本是覺得嗤之以鼻，想說不可能吧～
我公法、刑法那麼差，民法是最熟悉最擅長的科目，不太可能更差吧！
果然就遭報應了，民事法確實表現得最差，直接丟了民法組的臉…但事
後檢討起來確實是如此，因為從考完研究所之後可以說幾乎沒有在讀民
法了，全心在補足刑法、公法，只有非常偶爾心血來潮會複習一下民法，
避 免 忘 得 太 乾 淨。 而 我 覺 得 這 樣 的 戰 術 也 是 正 確 的， 其 實 不 僅 研 究 所
或國考，都是「平均不錯、沒有弱科」上榜機率是最高的，弱科的洞是
強科很難補起來的，因為分數越高能提高的幅度就越小，四十分進步到
六十分跟六十分進步到八十分完全是不同的事情，在申論題更是如此，
所以真心建議不要追逐強科，把弱科都拉到中等偏上，就一定會上榜！
在考試上確實是該檢討…我覺得司律相對於檢事官跟研究所最大的差別
在於「時間」，檢事官或其他國考以及研究所時間上都相對充裕，可以
發揮，司律真的是我真正意義上會寫不完的那種，所以身分法那題雖然
沒太多學說爭議，但最後還是沒有算完，所以我覺得比起在爭點上大肆
發揮，不如安安全全、順順利利寫完，我覺得這樣分數可能會更高，我
甚至覺得遇到身分法題目可以先去寫那份，好好算完，民法第一題的第
三小題花非常多時間也可能拿不到高分。
民事訴訟法這一科的情形大概跟民法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考完研究所後
可以說完全沒在碰…可以算是靠半年多前的老本在考試的。雖然這是民
法組的好處之一，但因為民事法佔分太高了，我覺得如果我當初再多花
一點時間在民法、民訴上面，或是爭點整理再多練習一下 ( 我爭點整理好
低分…慘 ) 分數可以再更高，表現可能可以再更穩定，提供給同為民法組
的人參考，至於非民法組的考生民事法絕對是準備上的第一要務。

二、刑事法
周易 就是這本刑法總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 就是這本刑法分則體系解題書
周易 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
楊過 刑法爭點書
楊過 北大法學精進講座講義
許澤天 刑法分則（財產法益）
許澤天 刑法案例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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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肯 刑法 plus 題型破解
黎律師 刑事訴訟法研析 ( 上 )( 下 )
Jango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Jango  總複習講義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花滿堂 刑事訴訟法爭議問題研究
林熙 實務最前線 刑法 X 刑訴
20-30 篇文章

刑法準備上其實沒有花費我太多心力，一方面本來對刑法就比較有信心，
算是掌握度比較高，另一方面準備研究所時、準備書記官時、準備檢事
官時，其實都有花心力在看刑法，所以周易老師的書用很快的速度看了
兩三次後，其實之後就是背熟條文，我覺得背熟條文在刑非常重要，不
僅讓你對構成要件掌握比較熟，考試不會翻不到法條，也會讓你較有敏
感度比較不會忘記開到罪。之後有讀許澤天老師的書提升對財產法益犯
罪的理解，而財產法益確實是刑分中數一數二重要跟複雜的，今年確實
也有考財產法益，值得大家投資，刑法案例演練那本我個人就覺得還好
了，幫助不是特別大 ( 就我個人而言而已，這肯定客觀上是一本好書 )。
至於陳肯的解題書基本上就是在看大神怎麼表演…把台大老師的各學說
運用自如，每一題都可以用之前從來沒看過的解法解答，看過一兩遍後
深感讚嘆，太屌，但是完全學不過來，建議準備國考上可以 pass，但研
究所的話對於刑法有愛的人應該會讀得很快樂 ( 以民法來比喻大概就是侵
權題目都用陳忠五老師的平等保護說脈絡解題；契約法題目都用陳自強
老師跟國際契約法統一文件的脈絡解題 )。這邊要特別推薦楊過學長的刑
法爭點書，雖然輕薄但是內容都十分重要，而且是考場上寫得出來的東
西，CP 值極高，雖然我沒有買讀家全修班的課程，但學長在北大的法學
精進講座的課程和講義都很棒 ( 而且很好笑 )，絕對可以在刑法的學習給
予很大的幫助。
刑事訴訟法是我準備上的重點科目，但刑訴的書單又異常簡單，就是看
爆 Jango 跟林鈺雄老師的書即可，我一開始適用黎律師打底，想說各派
都 看 看 ( 大 學 是 學 美 派 的 )， 之 後 就 啃 Jango 的 書， 能 把 解 題 書 寫 成 參
考書，而且成為該科準備上的代表書學長應該是第一人吧！身邊沒怎麼
聽過準備刑訴不是讀學長的書，很讚 CP 值很高！ ( 當然讀林鈺雄老師教
科書一定也很讚，只是我對刑訴可能沒那麼多愛吧，所以就沒有特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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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專研 )，林鈺雄老師的實例解析一定要看不用多說，至於花法官的書
我個人覺得如果你有時間不知道要到讀什麼再來讀這本就好，當增廣見
聞，實際收穫對我而言可能還好。

三、公法
歐律師 憲法爭點解讀
歐律師 憲法解題書
張陳弘 憲法案例研習講義
吳信華 憲法訴訟基礎十講
韋軒 修法最前線 憲法訴訟法
韋軒 修法最前線 憲法裁判
程樂 十堂行政法解題書
張陳弘 行政法案例研習講義
雙周 行政法題型破解
李建良 行政法基礎十講
李建良 行政訴訟法十講
李建良 多階段行政處分論
霸告 實務最前線 行政法
鍾禾 北大法學精進講座講義
20-30 篇文章

憲法的部分其實看歐律師應該就很充足了，但還是建議自己有空要去看
釋字跟憲法裁判的原文，有助於對該內容的理解跟訓練公法思維，此外
憲法的部分強烈推薦林子儀跟黃昭元大法官的文章，言論自由跟平等權，
基本上可以當作教科書來讀了，非常有幫助！至於韋軒的憲法訴訟法整
理的很清楚，又很輕薄，個人覺得很讚。
行政法部分大推程樂，用他打底到最後考試之前可能看了七到八遍有了，
內容詳盡好讀非常不錯，我覺得這本書的特色在於他有一種跟你對話的
感覺。李建良老師的兩本十講就是拿來進階閱讀，看看可不可以促進自
己的行政法思維。最後就是鍾禾學長的憲法跟行政法講義實在做得太好
了，不僅課上得好，其實我準備後期的一個多月都是看學長的憲法跟行
政法講義，把最基本的東西背熟不要忘記，這科我只求不要扯後腿即可，
學長最近出新書，我覺得內容應該跟講義一樣讚，建議下次的考生可以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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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事法
崴律師、翔律師             新公司法爭點解讀
時律師   公司法解題書
溫拿   保險法題型破解
曉墨   證券交易法解題書
陳楓   總複習講義
高宇   總複習講義

由於商事法只有一百分，準備上 CP 值真的很低，雖然自己商法不太好，
但研究所有認真準備過了，所以國考就沒有花太多時間在上面，頂多有
認真複習一兩次公司法。新公司法爭點解讀是神書必看，這個不用多做
解釋了，考試之前也都是在讀陳楓老師的公司法、證交法總複習講義，
我覺得這樣就很夠了，畢竟老師太會教書了。保險法的部分除了看葉啟
洲老師的教科書之外，溫拿學長的題破應該是第一選擇吧，算是解答保
險法題目最詳盡的一本書，而且重要爭點跟概念解題書裡面都會特別提
到，我覺得如果之前有讀過葉老師教科書的人，可以直接用這本題破準
備國考就夠了！

五、智財法
尹律師 智慧財產權法爭點解讀
尹律師 總複習講義
羽易 智慧財產權法

我大學時只有上過商標法而已，其實我考檢事官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如
果智財法感覺寫得還行我律師就可以報智財組了，不然我本來是智財、
勞社、海海在猶豫，其實感覺報哪組都差不多，所以在 8 月準備檢事官
時就有認真讀過智財了。我一開始是買羽易那本，但實在是不推薦，貼
了太多修法歷程，讓我閱讀上有點困難…而且有些地方條文有寫錯，會
害我苦惱很久 ( 因為本身智財法條文就不熟了 )，而且似乎也沒有太多爭
點，算是平鋪直敘的帶過，讀過一遍我就沒讀了。但我大推尹律師的書，
重點清楚、內容詳盡而且好讀！他的總複習更是讚，讓我補充很多文章
爭點，但我發現國考好像不太愛考文章的爭議，像今年司律我個人覺得
三題都是法條題，好好適用法條好好論述就可以了，算是蠻容易的，所
以準備上我覺得打好底就很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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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分享了不少讀書的心得，但我覺得在準備考試上更重要的是心理的狀
況，能堅持到最後、能不放棄、能心態健康平穩到最後上戰場才是最重要的事，
這種人通常也最容易上榜。所以考試不僅是跟別人競爭分數，更是認識自己、
挑戰自我的過程，例如從練習題目上發現自己的缺點跟問題 ( 像是答題時間分
配等等 )，進而修正，這是很重要的自我覺察過程，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長度
跟短處，或適合自己的方式等等，要按照自己的步調跟計畫行事的大前提是「認
識自己」，之後才有辦法超越過去的自己並且不斷突破，這段過程很辛苦，但
也很寶貴，也是不少法律系學生人生必經的一道門檻。我想看了那麼多書、那
麼多心得，對考生而言最重要的是多看看自己的內心，找到那條自己清楚的道
路，那努力的過程就會輕鬆得多。

也謝謝在這準備考試的一年多 ( 從大三暑假到碩一 ) 一直辛苦的自己，和
一直陪伴在身邊的良師益友，未來的路只會更加困難，不會更加順利好走，就
如同尼采認為的，當一個人認為自己大獲全勝、鬆懈下來的時候，當下已經失
去了自主權以及未來，全新打造的那個「新我」又將成為一個不思進取的「老
我」，成為「過去」的俘虜。希望大家準備考試都能順利！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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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郭○萱
- 榜眼 -
律師 勞動社會法

司法官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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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貳、成績

參、讀書進度

畢業於台大法律系，目前就讀台大法研所民法組一年級。

一、一試：
( 一 ) 綜合法學（一） ( 刑法、…、法律倫理 )：114
( 二 ) 綜合法學（一） ( 憲法、…、國際私法 )：110
( 三 ) 綜合法學（二） ( 民法、民事訴訟法 )：140
( 四 ) 綜合法學（二）( 公司法、…、法英 )：98
總分：462
律師 / 司法官錄取標準：372/382

二、二試：
( 一 ) 憲法與行政法：111
( 二 )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122
( 三 ) 國文（作文）：64
( 四 )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 一 )：95
( 五 )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 二 )：90
( 六 ) 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71
( 七 ) 勞動社會法：78
律師總分 / 及格標準：631.5/509
司法官總分 / 錄取標準：553.5/515.5

一、2021.7-2022.1：準備台大法研民法組 
7、8 月：民總、債一、債二、刑總、公司法 
9、10 月：債各、物權、民訴、刑分、保險法
11 月：物權、民訴、證交 
12 月：身分法、公司法複習、證交
1 月：各科複習、寫爭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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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4-2022.10：準備司律考試
4-6 月：憲法、行政法、刑訴
7 月：家事、刑法、準備一試
8-9 月： 看 公 法 和 刑 訴 的 解 題 書、 看 總 複 習 講 義、 複 習 民 商 法 筆 記、 整
理憲訴法重點
10 月：複習各科筆記

考 研 準 備 期 間 的 進 度 主 要 跟 著 法 研 讀 書 會 在 走， 著 重 在 民 商 法 和 相 關 文
章。準備國考時則優先讀非考研科目的大科 ( 公法和刑訴 )，又因為我很容易因
為遲遲沒有開始讀某科感到焦慮，所以不採取讀完某科才讀下一科的方式，而
是多頭並進。另外，因為我很不擅長排大範圍的進度，要讀的東西很多，又經
常感覺自己忘記已經讀過的東西而想要回頭複習，所以我想與其把進度和時間
切分得很細、硬性要求自己每天要讀什麼，不如對這一周或半個月要讀什麼有
個概略的想法即可，透過設定一些短期目標確保自己有在推進，同時也可以保
持彈性，不會為今天沒有達成預期進度或忽然冒出某個東西要讀而感到恐慌。

在準備考研的科目時，我習慣先讀打底書 ( 教科書或參考書 )，讀完某個
範圍之後間隔數日再讀涉及該範圍的文章，這種做法的優點在於既可以在對基
本概念有印象的基礎之下閱讀文章深化相關論點，又可以藉由閱讀文章起到複
習的作用，而且在讀完文章後，就可以綜合書上和文章的內容做主題式的筆記，
效率會比較高。

準備國考時，因為刑訴內容非常多又沒有基礎，因此選擇聽函授，比較不
需要自己摸索哪些部分是重點，憲法和行政法則先選擇比較多人推薦的參考書
( 如憲法爭點解讀 ) 或教科書 ( 如行政訴訟十講 ) 為主軸，再以其他書補充可能
沒有涵蓋到的考點。

至 於 是 否 要 做 筆 記、 如 何 做 筆 記， 我 認 為 因 人 而 異。 因 為 我 是 需 要 反 覆
翻閱才記的起來的人，如果只是整本書畫重點讀過去通常很快就忘，且有些爭
點可能需要用自己的邏輯整理才容易記憶，加上我知道自己考前如果沒有東西
可以翻的話會很焦慮，所以我幾乎每科都有做筆記，只是視情形用紙本手寫或
電腦打字的方式製作。在做筆記的時候，我會用比較醒目的顏色標示見解中的
一些關鍵字句，讓自己想到這個爭點時就會浮現這些字眼，考試如果考出來就
可以將這些關鍵字句解壓縮變成完整的一段話，如此既可以保留學說見解的精

肆、讀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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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不至於記錯或寫錯，也可以節省記憶空間。畢竟考試比的不是誰讀得多，
而是誰忘得少、誰輸出得好，在要記的內容非常多的情況下，了解自己的習慣、
建立喚起記憶的捷徑、在考場上盡可能發揮出來非常重要，才能避免某個東西
明明讀過、考試當下卻寫不出來的遺憾發生。

伍、一試答題技巧

陸、二試答題技巧

柒、推薦師資

一試前一個月先寫一回考古試水溫，雖然高出門檻不少分，但因為有些細
碎的考點從來沒看過、需要各種推敲猜測，寫的速度沒有預期的快，寫完也感
覺特別累，所以我還是練了五年的考古題，計時練習並且仔細檢討。小科的部
分，票據法和國際私法比較好拿分，建議好好把握，法律倫理和法學英文如果
有認真寫考古和訂正，應該可以拿到一些分數，強執和國公則是完全沒看。

答題上分點分項是必要的，但具體的操作各科不太一樣，例如憲法有一套
違憲審查的架構 ( 點出涉及的基本權、擇定審查標準、涵攝本件 )；民法建議
以請求權基礎開標、引出法條，簡單帶過非爭點的要件後，再開小標討論爭點、
列出相關見解與本文見解；相較之下刑法我就只有分點，不太會開小標。另外，
考試時如果遇到的是有準備到的爭點，在列見解時應避免純粹寫學說名稱或肯
定 / 否定說，而是要寫出實務或學說見解的內涵與理由，再提出本文見解和採
此說的理由。若時間比較緊迫，可以把不採的見解寫在前面，再帶出本文見解，
展現答題的層次感。如果遇到沒看過的爭點，也盡可能從法條文義、規範目的
或學說上對類似爭點的討論，去嘗試推出本文見解，保持「自己不會別人也未
必會」的心態努力表達自己的看法，撐到最後一刻，不要自亂陣腳，或許會有
意想不到的好結果。

一、陳希憲法二試總複習：
因為自己閱讀、整理憲法法庭判決常常看不懂又很耗時，陳希老師整理
時會先描述背景事實，讓人可以帶著問題意識進入判決內文，也會一併
摘錄大法官意見書和鑑定人意見的重點，節省我很多時間和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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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鍾禾行政法一二試總複習：
大推，行政法是我的罩門，每看一本參考書就感覺又看到很多不懂的東
西，找不到重點在哪裡，鍾禾老師的總複習把重要的考點講的很清楚，
每個考點前面都有引導的例題，除了讓我更理解問題所在之外，也可以
對於某個爭點會如何包裝有更具體的認識。在講義中也附有相關實務判
決、題目與擬答，聽完講解之後就可以馬上知道如何應用。另外，講義
最前面附有爭點目錄可以看自己哪裡不熟，最後面有重要決議的整理，
以及老師就近年考古題所寫的擬答可以參照。最重要的是，老師提供的
很多體系圖、答題模板、審題流程都非常實用，對於一直很不會寫行政
法題目、連行政處分都不知道怎麼涵攝的我而言無疑是汪洋中的浮木。
總複習雖然只有幾堂課，卻讓我收穫滿滿、對行政法更有信心。 

三、周易刑法二試總複習：
因為時間關係只有讀講義，採取爭點式的複習，實務和學說見解寫得頗
為詳盡，就算沒聽課純看講義也能看懂。

四、言頁刑訴二試總複習：
大推，刑訴是我的弱科，爭點常常讀了又忘，言頁老師的總複習講義內
容幾乎把刑訴全範圍的掃過一次，講義的字句很易讀，就算上課時沒有
講到某個部分，自己閱讀也沒有理解上的困難，讀完整本講義會很安心。
此外，言頁老師的口條很好，講解流暢而清楚，也有實務經驗，有時候
會分享為什麼實務會採這樣的見解，這部分雖然沒辦法寫在考卷上，但
對於理解和記憶滿有幫助的。

五、陳楓公司法、證交法二試總複習：
陳楓老師的講課功力極好，講義編排綱舉目張，因為商法在考研時已經
讀過，所以只有挑自己不熟的部分聽課，講義則有全部看完，當作複習
並補充新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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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準備時程

畢業於台大法律系財法組，目前就讀台大法研民法組一年級。大一、大二
參加很多活動，沒有花很多心思讀書，雖然成績都維持在前 10，但大多是考前
臨時抱佛腳，大三之後雖然開始比較認真上課跟念書，但我是屬於短期記憶不
錯，考完就會馬上清空記憶體的人，所以準備考試的過程，真的是一塊一塊在
撿拼圖……

必須說在前頭的是，我看的書沒有很多，書單可能沒有其他上榜神人來的
值得參考，特別是國考期間，因為備考期間很長，加上我自認準備研究所期間
還蠻認真的，所以後期或許是有點倦怠了 ( 又或者是確診後遺症，確診後真的
感覺專注力大不如從前 )，整個看書效率下降許多。看不下書的時候我會改看
函授，讓自己感覺還有在跑進度，所以以下的心得就沒有放太多重點在參考書，
因為我自己也有好多書都沒看完 QQ

另外，誠如前述，我是個短期記憶比較好的人，看過的書很快就忘記了，
也不是很愛做筆記 ( 因為我字很醜 )，對我來說用聽的比較容易幫助我記憶 ( 常
常看到爭點腦袋都會冒出老師們或讀書會學長姐的聲音 XD)，所以我的心得可
能比較適合跟我一樣比較喜歡聽覺記憶的人～！

一、準備台大法研民法組期間
於此期間重心放在民法、民訴、商法，並於前期 ( 大約 2021 年 7-10 月 )
有花蠻多心力準備刑法，同時也參加了以上四個法領域由學長姊開設的讀
書會 ( 除刑法後 1/3 未參與，其他皆全勤 )，透過多次的題目練習改善自
己開標、分層次，及呈現思考邏輯的方式。

二、研究所放榜～一試前
在考完研究所後我其實休息了蠻長一段時間，以我的經驗來說，我認為休
息充電一下絕對是必要的，畢竟後面還有半年的備考馬拉松要跑，準備到
後面真的會相當疲乏。不過與此同時，依我個人的經驗會建議大家或許也
可以把函授（如果有買全修班函授）當看劇，以比較放鬆的方式漸進式的
進行腦袋開機活動，我當初雖然也有試圖先開始看，不過基於有點逃避的
心理，並且抱持著研究所就已經準備過一半以上科目，可能準備上可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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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從 容 的 心 態， 所 以 一 堂 課 可 能 都 分 成 好 幾 次 才 看 完， 進 度 實 在 過 於 緩
慢，也因此導致後面進度有點來不及……，如果時間能夠倒流 ( 當然現在
並不想再經歷一次ㄌ )，我一定會告誡當初的自己，拜託不要太過輕視剩
下的考科，要盡早的再次上緊發條。
而這段期間，我主要就是著重在考研階段沒有準備的公法、刑法科目的打
底，準備方式於下面書單分享時一併分享。另外，也有參與同學們組成的
國考讀書會，在當中負責民訴這科，透過出題、直接審理文章並整理成擬
答，也對於學說上不同見解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藉由讀書會的進行，也讓
我可以參考專精其他領域的同學認為 較為有考相的考點，及同學們的擬
答，加深我對重要爭議的印象，同時也提供我一個問問題、交流討論的管
道，我個人還蠻推薦的～

三、一試準備期間
一 試 的 準 備 我 大 概 花 了 3 個 禮 拜， 由 於 第 一 份 做 的 考 古 題 是 特 別 困 難 的
107 年，直接被嚇個半死，於是就暫停了二試的進度開始聽一試總複習的
課程，然後大概小科都聽得差不多了才在最後一個禮拜左右狂做考古題並
檢討。對於準備一試的心得，結論上我也認為寫考古題絕對是最重要的，
另外也非常推薦大家可以無聊的時候背背法學英文單字及涉民法的條文，
這兩個真的是準備起來 cp 值相當高的科目！

四、一試結束～二試
這段期間我主要是聽各科二試總複習的課程。對於考研期間準備的民法、
商法等科目，大概都是於這段時間才開始從拾記憶，準備方式主要是透過
總複習課程，針對固有爭議，去發覺自己比較不熟、忘記的地方進行加強
複習，針對新進實務學說見解，則透過補習班的整理，快速吸收理解新見
解，並且思考如果考試上遇到，可能會以怎樣的架構呈現。公法、刑法則
有另外透過閱讀解題書，去增強自己對於解題架構的掌握，閱讀上我會先
行思考大概會如何開標、涉及什麼爭點，再去看作者如何呈現，而對於憲
法及刑訴，一些可以常用的大前提 ( 例如平等權、對質詰問權等等 ) 我也
會做成懶人包，時不時拿出來背誦，或是與好友互相抽考，同時遇到問題
也會與好友交流想法，而非盡信解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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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書單、各科準備方法

一、憲法
( 一 ) 憲法爭點解讀 ( 歐律師 )( 推 )
( 二 ) 憲法解題書 ( 歐律師 )( 推 )
( 三 ) 陳希全修班 ( 只上一半 QQ)+ 總複習

憲法歐律師全餐應該是被大家推爛了，也正因為如此，這兩本書我都有啃
完，真的非常值得推薦！爭點解讀一書架構分明、深入淺出，針對爭點的
正反見解都有簡明又切中要點的介紹，解題書的模板也非常漂亮 ( 解題前
面的重點整理也很棒，其實就是爭點解讀裡面重要爭點的精華濃縮 )，我
幾乎是背著歐律師的模板直接在考場上用，最後成績也還不錯。

二、行政法
( 一 ) 程樂的十堂行政法解題課 ( 程樂 )
( 二 ) 鍾禾全修班 + 總複習 ( 大推 !)

行政法實在是相當龐雜的一科，加上我對公法相當沒有慧根，一開始我其
實是想先從程樂那本開始看，結果什麼都看不懂…大概看了 30 頁就棄書
( 後來雖然有想撿回來看，但無奈時間不夠了沒看幾頁…) 開始看函授，
只能說遇到鍾禾老師非常幸運！鍾禾老師的全修班體系非常清楚，讓我對
行政法的基礎爭點能夠很快地上手，另外對於我這個很不會做筆記的人來
說，老師在重要爭點整理的筆記對我來說就像救命稻草，我會將老師的筆
記拍到手機相簿裡，不方便拿書出來看的場合就會隨意翻翻相簿開始練習
圖像記憶法。

三、刑法
( 一 ) 刑法總則 ( 王皇玉 )
( 二 ) 刑法分則新論 ( 盧映潔 )
( 三 ) 連芯全修班 + 總複習

雖然書單是寫王皇玉老師及盧映潔老師的書，不過我覺得這兩本書都不夠
深入，所以其實準備上我比較依賴的是大一大二上刑總刑分時，偉大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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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長姐們的課輔講義，另外就是連芯老師的全修班。雖然之前看過其他
評價認為連芯老師講得太難，但我覺得老師的口條相當清楚，有些觀念雖
然 比 較 艱 深， 但 經 過 老 師 的 講 解， 我 也 能 很 清 楚 抓 到 相 關 學 說 的 核 心 思
想， 而 且 我 在 刑 法 上 花 的 時 間 真 的 很 少， 除 了 準 備 研 究 所 的 最 前 期 大 概
7-10 月有精讀，後面因為刑法在民商法加權只 X1，就沒有放重心在刑法，
國考到後面也沒有什麼時間重跑一次，只有到最後上總複習課程而已，但
聽總複習的時候覺得傳統爭點都還算蠻有印象的，由此也可見得連芯老師
的功力。

四、刑事訴訟法
( 一 )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Jango)
( 二 )Jango 全修班 + 總複習

Jango 老師也是評價很好的老師，所以我的刑訴基本上就是服用 Jango
大餐。因為我大學期間是上蘇凱評老師的刑訴，對德派見解可謂是一概不
知，多虧有 Jango 老師整理了各家學說見解 ( 特別是德派見解，真的超
清楚 )，才讓我得以窺得刑事訴訟法的全貌，而且老師每次用盡生命又叫
又跳的表演 ( ？ )，真的是刻在我腦海裡，讓我複習起來輕鬆很多 XD ！
而 且 老 師 整 理 的 內 容 真 的 超 豐 富， 把 他 的 01-05 本 講 義 嗑 完， 我 認 為 基
本上不用 ( 可能也沒時間 ) 再看其他參考書了。另外老師的章節體系圖也
是超級厲害，同樣也是害我的 Icloud 儲存空間不足的罪魁禍首之一！
至於 Jango 老師的解題書，雖然真的相當的厚……不過對於學說上的正
反見解，多能以精煉的用字深入地描述，區分層次及開標的方式也相當值
得學習，另外對於重要爭議也會於解題後以表格等方式整理、呈現，整體
而言我還蠻推薦的！

五、民法
( 一 ) 民法總則 ( 陳聰富 )
( 二 ) 侵權行為法原理 ( 陳聰富 )( 推 )
( 三 ) 民法債編 I、II( 張志朋 )
( 四 ) 債編各論 ( 李淑明 )
( 五 ) 民法物權 ( 李淑明 )
( 六 ) 黃詩淳老師身分法上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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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債法題型破解 ( 張璐 )
( 八 ) 財產法爭點地圖 ( 賴川 )( 推 )
( 九 ) 台大老師文章
( 十 ) 張璐全修班

( 十一 ) 程穎文章班 + 總複習 ( 推 )

民法的書很多，只講比較推薦的幾本。侵權行為法理論基本上是陳聰富老
師的文章集，論述相當精采，是考研必看神書；再來是賴川的爭點地圖，
本書囊括許多重要爭點，且學說、實務見解介紹詳盡、用字精煉，還有附
一些試題解析，是一本總複習好書！不過債各的地方及有些較深的文章見
解仍須另外補充。我很喜歡賴川用法律經濟分析來思考問題的角度 , 很多
學說爭議他也會自己做小結、提供思考方向，這部分蠻讚的！張璐的解題
書 也 還 不 錯， 爭 點 寫 得 蠻 全 面， 關 鍵 字 及 解 題 思 考 流 程 的 提 點 也 很 有 幫
助，不過有時或許是迫於字數需要能夠在卷面上呈現，偶而會感覺涵攝稍
嫌不足！
函授方面，我有上張璐老師的全修班，老師不論是學說見解還是個人見解
都講得很清楚，時常提供我不同思考的角度。我另外還有上程穎老師的文
章班及總複習，程穎老師善於整理資料及關鍵字，不管是考研時文章班的
最新文章整理，還是總複習的新興實務與學說見解，都幫助我甚多。較可
惜的是我沒有時間聽完老師的身分法總複習，結果今年又考身分法直接讓
我 栽 了 一 個 大 跟 頭 …… 這 個 故 事 告 訴 我 們， 出 題 老 師 高 深 莫 測 又 非 常 任
性，真的不要隨便賭。

六、民事訴訟法
( 一 ) 民事訴訟法口述講義 ( 許士宦 )
( 二 ) 文章

民訴也是準備研究所時讀過的老本行了，身為邱派老師們的鐵粉 (?)，我
在民訴這科的準備基本上是靠考研期間奠定的文章基礎，沒有多看什麼解
題書或函授 ( 因為總會發現有些地方跟我理解的邱派見解不太一樣，然後
就會生氣看不下去 XD)，故這科的準備上可能比較沒有參考之處，茲不贅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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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商法
( 一 ) 新公司法爭點解讀 ( 崴律師、翔律師 )( 推 )
( 二 ) 保險法爭點即時通 ( 林予 )
( 三 ) 汪信君老師上課講義
( 四 ) 證券交易法爭點解讀 ( 黃程國 )
( 五 )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 黃程國、里昂 )
( 六 ) 陳楓文章班 + 總複習 ( 推 )

公司法這科，我真的大推陳楓老師的課 ( 雖然他好像去當司法官了 QQ)，
不過他的書一樣推薦，我是看新公司法爭點解讀，裡面很清楚地整理了許
多台大老師的重要文章見解。由於公司法爭點又多又繁雜，我大概看了有
三遍，隨著知道的東西越多，就越會發覺這本書的好！現在有新書了推定
也會是一樣讚！
保險法我主要是靠汪老師上課講義， 另 外因為我是大四才旁聽汪老師的
課，進度上比較趕，所以我也會上課前先用林予的書預習，他的書雖然薄
薄一本，但見解補充的也算蠻充足的，我覺得應付國考上只占 25 分的保
險法，應該也已經蠻夠用了！而準備台大研究所的話這本更是汪老師見解
的大補帖～
證交法最推的也是陳楓老師的課，雖 然 花了不符配分比例的時間在聽課
XD，但陳楓老師會從最基礎的理論開始推衍，體系感極強，聽完直接把
整個任督二脈都打通。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這本書也不錯，因為證交法考
點比較固定，看完這本應該就能夠大致掌握會出現的題型了，不過我認為
題型破解與爭點整理的內容蠻重複的，我自己會覺得或許只要題型破解就
OK 了，題型破解的優點是可以看他整理的體系圖及他的解題架構，也可
以省去看一些太雜亂、可能不會考的部分，不過相較之下也可能沒有爭點
整理那本來得爭點分明、架構清晰，或許有可能抓不到爭點或看不太懂，
可能要先對證交法的基本爭點稍微有所掌握，再去看題型破解，會比較事
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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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勞動社會法
( 一 ) 就是這本 - 就是這本勞社法體系＋解題書 ( 游正曄 )
( 二 ) 游正曄總複習 ( 推 )

雖 然 大 學 期 間 有 上 過 社 會 法 ( 大 二 下 ) 跟 勞 動 法 ( 大 四 下 )， 但 社 會 法 太
遙遠早就忘了，勞動法則是課堂重點擺在個勞，集勞部分大概只有聽過工
會法第 35 條 1 項 5 款的支配介入，跟看過幾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大概知道有這個制度而已……加上選試真的沒有時間唸，因此我完全是靠
著游正曄老師的二總函授 ( 老師講得很清楚且易懂，讓沒什麼集勞基礎的
我，也可以輕鬆吸收 )，加簡單翻翻他的解題書 ( 大四下上課有看過 1/3)
就上戰場，最後靠著老師的神準猜題，居然還拿到了 70 幾分，真的是既
幸運又感恩。
另外老師的解題書雖然我沒有太多時間看，不過老師補充了許多時事跟實
務見解，我認為在選試似乎不會考太難的現今趨勢下，這兩部分是相當重
要且值得投資的，像今年就考了新修法的職災保護法！

肆、結語

準備考試真的是非常辛苦又漫長的一段路，期間有無數次的自我懷疑、無
數個失眠的夜晚，非常慶幸身邊有許多好友願意傾聽並給予我鼓勵，也遇到許
多貴人，不管是讀書會的學長姐們，或是跟我組國考讀書會的同屆朋友們，如
果沒有這些人願意無私地與我分享經驗與知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孤獨
地走完這漫長的路。因此我也非常建議大家在備考期間能夠尋找一位或數位戰
友，不論是可以在吃飯時相互分享、交流意見，增進彼此實力，更重要的是能
夠互相安慰取暖，相互扶持撐過這段艱難的期間，祝福大家都能獲得很好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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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周○齊
- 第四名 -

律師 智慧財產法

司法官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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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貳、成績

112 政 治 系 畢， 目 前 就 讀 三 峽 大 學 法 研 所 刑 法 組。 大 二 接 觸 到 刑 法 總 則
而開始對刑法產生很大的興趣，升大三暑假有去考台大校內的法律雙轉輔考試
( 考科為民總、憲法 )，因為對民總真的很沒興趣，幾乎都沒唸，憲法也沒特別
複習，僅就大一修政治系中憲政的印象去作答，因而在那個雙轉門檻還極度寬
鬆的年代，以超級低分的成績華麗落榜 QQ（沒記錯好像兩科平均才 20 幾分）。
升上大三後決定拼看看事後輔系，而開始認真去修法律系學分，順利準時畢業
並取得法律輔系資格。( 冷知識：具輔系資格也可以報考司律以及台大、北大
法研所考試，政大法研則完全沒有限定科系。因為常常看有人在網路上問輔系
能不能考律師，在此以過來人身分證實真的可以 XD)

應屆報考台政北三間，僅錄取北大，台大好像差了 50 分，政大離備取好
像只差一點點（就算多那一點點也只是進到名單上，不會備上就是了哈哈哈）。

大三決定考國考時是以檢事官偵查實務組為目標，因此在校修課大多以其
考科為主，民訴、身分法、商法幾乎 0 基礎，所以應屆只去考了檢事官而未報
考司律，最後檢事官有順利錄取，續拼一年司律而幸運雙榜，因此今年雖然是
第一次考司律，但嚴格來說包含準備檢事官、法研所的時間，也花了近兩年左
右的時間全心備考。

( 為求完整紀錄參加國家考試的歷程，一併附上 110 檢察事務官的成績 )

一、110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國文：56
刑法：64
法學知識與英文：74
行政法：52
刑事訴訟法：61
民法總則與債編、物權編 ：63
智慧財產權法：71
強制執行法：66
總分：63.2666( 錄取標準：58.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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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時間規劃

二、111 年司律一試
綜合法學（一） ( 刑法、刑事訴訟法、法律倫理 )：124
綜合法學（一） ( 憲法、行政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 )：110 
綜合法學（二） ( 民法、民事訴訟法 ) ： 136
綜合法學（二） ( 公司法、保險法、票據法、證券交易法、強制執行法、
法學英文 )：90
總分：460 成績排名：司 92/ 律 66

三、111 年司律二試
國文：67(34/33)
憲法與行政法：133.5(73.5/60)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120(58/62)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 一 )：85(59.5/25.5)( 今年配分為 100/50)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 二 )：82(42.5/39.5)
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61.5(32.5/15.5/13.5)
選試 - 智慧財產權法：70(21/21.5/27.5)
司法官：549( 及格：515.5)/ 律師：619 ( 及格：508) 智財組排名：4 

兩年期準備規劃：

一、2020.8-2021.2：準備法研所刑法組 ( 刑法、刑訴、財產法 )
暑假到 10 月左右打底，11 月第一輪複習，12 月讀解題書，1 月唸文章。

二、2021.2-2021.10：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 研究所考科 +
行政法、智財、強執 )
3 月 到 5 月 就 行 政 法、 智 財、 強 執 看 函 授 打 底，6 月 複 習 準 備 研 究 所 時
唸 過 的 考 科，7 月 因 為 考 試 延 期 而 跑 去 看 檢 事 官 不 考 的 民 訴 跟 商 法 函 授
XD，8 月到 10 月檢事官各科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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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準備方法

三、2021.11-2022.10：司律二試 ( 檢事官考科 + 憲法、身分法、
民訴、商法 )
11、12 月因為研究所報告很多而沒什麼念國考，但因為有在北大帶刑法
讀書會，閱讀了不少刑法文章和教科書並製作上課講義 ( 自己考研時都沒
唸 那 麼 多 XD)， 也 算 是 將 刑 法 重 要 章 節 複 習 一 輪。 原 先 有 想 重 考 台 大 法
研，12 月底開始看身分法正課班打底，並有簡單翻閱自己的刑法、刑訴、
財產法筆記，後來考前一週突然心態崩，害怕面對落榜的感覺，而決定
放棄重考 ( 人生哲學：不去考試就不會落榜，但會浪費報名費 QQ)，1 月
底即開始看憲法正課班函授，接著陸續就民訴、商法進行看正課班的打
底工作，約在 3 月底打底完畢，再來就以爭點書、解題書作為複習工具
進行第一輪複習，一試前一個月偶爾會看一總作為調劑，但還是以準備
二試為主力，直到一試前一週才密集地就選擇題衝刺，考完一試後休息
2.3 天就開始繼續拼二試。
打底、第一次複習採集中審理，不會交錯讀，一科完整讀過一遍才會讀
下一科，以求體系連貫不混淆，考前一個月則是照考試時間各科都碰一
點，讓每科都保持一定程度的熟悉 ( 我是星期一三五日讀民商法、二四六
讀公刑 )。

一、一試
5 月時聽了朋友建議先試寫了 107 年的一試考古題檢驗自己要花多少時
間唸一試，當時就已經高出該年司法官錄取分數 50 分左右了 ( 我認為前
一年準備檢事官考試有認真背過法條對我今年一試相當有幫助 )，因此僅
決定預留 1 個月的時間讀一試，其他時間繼續讀二試的解題書，最後因
為二試解題書進度落掉，決定壓縮一試準備時間，只花不到 2 週全心準
備 ( 較不熟的民訴、商法則是有從 7 月初開始每 2-3 天看一集一總慢慢複
習 )。
準備方法上主要是看一試總複習與寫考古題，其中我認為一試總複習是
最 有 效 率 的， 一 試 只 講 求 有 個 印 象， 其 實 不 必 太 認 真 做 筆 記， 我 都 開 2
倍 速 甚 至 3 倍 數 ( 使 用 Chrome 瀏 覽 器 外 掛 可 以 突 破 補 習 班 系 統 2 倍 速
的框架 ) 順順聽過去，但不熟的科目建議還是要認真上課和複習，畢竟熟
悉法條和實務見解對二試也有一定程度的助益，像我的民訴就將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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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的 雙 師 資 都 各 聽 過 一 遍， 商 法 則 是 反 覆 閱 讀 講 義 2-3 次； 至 於 考 古 題
的部分我其實只寫 4 回，也來不及訂正完，我覺得可以當作測試自己程
度的工具，因為有看一總的話，大部分老師都會檢討歷屆題目，所以要
不 要 自 己 逐 題 訂 正， 就 見 仁 見 智 ( 我 後 來 覺 得 逐 題 訂 正 實 在 頗 浪 費 時 間
XD)。除了看一總和寫考古題外，也很建議用電腦將一些瑣碎的內容 ( 尤
其 商 法 那 一 堆 數 字 )， 以 及 寫 題 目 時 常 錯 的 觀 念 用 列 清 單 的 方 式 打 字 下
來， 之 後 列 印 出 來 考 前 1.2 天 複 習， 不 熟 的 部 分 可 以 做 記 號， 上 考 場 時
中堂休息就看自己做記號的東西，基本上重複的觀念考出來都不會錯第
二次。

小建議：如果寫考古題很穩，想多分配時間給二試，但又有點擔心會大
意失荊州的人，可以在 6、7 月安排讀身分法、商法這些一試上容易失分
的科目的參考書、解題書，雖然一試著重於瑣碎的法條與實務見解等，
但 若 夠 熟 悉 二 試 內 容， 其 實 還 是 可 以 幫 助 你 選 出 正 確 答 案 ( 況 且 今 年 一
試其實考了一些偏二試的考點，可見這段期間唸二試的東西應該滿有用
XD)。另外一試有很多很冗的小科，建議可以抓放，比較值得投資的科目
大概是票據、國私，可以花時間把一總看過去，其他好像沒什麼好準備
的，法律倫理以最高道德標準去選通常不會錯超過 2 題、法英看個人英
文程度或猜運、國公範圍太多準備不完、強執我認真準備過還比用猜的
低分 ( 因為準備過檢事官，強執是我唯一有上過課、讀過參考書，甚至做
出 完 整 一 套 筆 記 的 科 目， 結 果 寫 考 古 題 常 常 只 對 2.3 題？？？ 認 真 建 議
可以放掉用猜的 )。

二、二試
( 一 ) 解題書與二試總複習

「解題書」與「二試總複習」是準備二試最後衝刺期最重要的兩個
元素，解題書幫助你掌握基本答題架構，或是可以背一些「帥話」
整理進自己的筆記；二試總複習則是讓你快速再跑一次各科的體系
架構，並且記住重要考點和接觸最新實務見解。因為二試科目眾多，
考完一試後建議不要鬆懈太久，要趕快開始閱讀解題書，等補習班
二總上架後再慢慢安排上課時間。
解 題 書 使 用 方 法 上， 較 不 熟 的 科 目 ( 對， 就 是 在 講 民 訴 ) 我 會 練 習
看題目後在便利貼上畫出法律關係圖，然後勉強地大概擠出一些解
題架構，和自己可以看出的爭點，列出學說實務見解，但通常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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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來或看了解答發現自己寫很爛 XD，這時候我會一邊哭 ( 沒啦 )
一邊用電腦筆記將重點記下。照這個方法，民訴解題書我大概就閱
讀了 10 天，真的非常花時間 ( 更可怕的是我後來還又花了約 10 天
唸民訴爭點書，再加上複習筆記、看二總的時間，備考二試的兩個
月 我 應 該 有 一 半 的 時 間 都 在 唸 民 訴 …) 因 此， 我 會 建 議 大 家 解 題 書
越早開始看越好，我從 5 月開始就有陸續安排較熟科目的解題書，
熟悉的科目快則 4 天，慢則 7 天就可以快速將解題書翻閱過，並用
電腦做成筆記，到二試考前兩個月的衝刺階段，讀筆記就可以很快
複習回來。
二試總複習如果是熟悉的科目，可以看過去一次、大致做一下筆記
抓回印象即可，頂多課後再翻一次複習；若是較不熟的科目，建議
反覆閱讀幾次上課講義，甚至重新看一次課 ( 我的民訴、商法都有
重複上課 )。

( 二 ) 寫題目
準備二試的另一大重點就是「練習題目」，原本有想要報名補習班
的模考班或作題班，但礙於荷包有限，而且比較喜歡按自己的步調
安排作題及唸書時間，我選擇使用讀家免費贈送的考前 30 天電子
書，一天計時練習一題模擬題並看解析或解答影片，題目大多是老
師改編法研所或學者文章，比較不會有之前已經寫過的問題 ( 但還
是有遇過照貼司律國考題的就是了，可自行斟酌要不要練 )。
因為完整寫題真的很花時間，到衝刺階段又覺得自己很多要讀的東
西沒讀完，最後讀家的考前 30 天電子書我大概只寫了 14 天左右 ( 也
就是 14 題，每科各 2 題左右 )，但有寫總比沒有好 XD。除了寫考
前 30 天的題目外，因為覺得自己民訴與商法太爛，考前一個月我
幾 乎 每 2 天 會 安 排 自 己 寫 1-2 題 25 分 的 民 訴 或 商 法 考 題 ( 從 解 題
書或二總講義找收錄的高考、司特或研究所考題都可以找到 25 分
的題目，寫 25 分題目是因為比較省時間，依民訴的配速，25 分的
題目必須在 20 分鐘解決，再花 5-10 分鐘檢討，其實不會佔用太多
時間 )。
要注意的是，寫題目時一定、一定、一定要計時 ( 配速建議：公法、
刑法審題 10 分鐘，作答時間則是分數 *0.8 分鐘，也就是配分 100
分的題目作答 80 分鐘；民事法審題 7 分鐘，作答時間配分 *0.7，
也就是配分 25 分的一小題，作答時間 17.5 分鐘。可以在開始作答
前就先標幾點幾分要寫完哪一題 )，我剛開始計時寫發現每科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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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在時間內寫完，那時還很崩潰，覺得自己完蛋了，但隨著一次
一次練習，手速有提升 ( 小建議：我當時去書局買了約 5 種筆，每
次練題目的時候交替使用找手感，最終有找到對我而言寫起來最舒
服、最快速的筆 )，也漸漸知道在有限時間內應該要寫到考卷上的
篇幅是多少、哪些東西雖然可以寫得很精彩，但礙於時間必須取捨
掉。
另外，練習題目時遇到完全不會的題目或爭點，千萬不要跟著你的
本能逃避，「逃避就是可恥又沒用！」我有看到別人的心得認為不
會的題目寫了沒什麼意義，不如趕快去找答案把弱點補起來，但我
遇到不會的題目還是一樣會逼自己在有限的時間內去翻法條、從題
目的敘述思考「出題者可能希望看到什麼答案」，然後用文義解釋、
目的解釋、體系解釋等等的方法，從上位法理硬拼硬湊推導出「可
以說服自己的答案」。因為在考場上，隨時都可能遇到自己不會的
題目、沒看過的爭點，如何煞有其事地掰出答案、給出理由，也是
需要靠平時的練習 ( 據說律師工作也常常需要硬凹，如果答題時能
給出充分理由支撐自己的立場，或許也符合閱卷老師所期待實務工
作者所需的能力吧 XD)，像是我去年檢事官的強執每一題都不知道
爭點是什麼，卻還是用這個方法拿了 66 分，今年司律的刑法、刑
訴、民訴、智財也都有遇到我沒見過、不會的東西，最終卻還是拿
了不錯的成績，可見平常就有練習硬掰是有幫助的哈哈。

( 三 ) 考古題
讀解題書或上課時其實就很常接觸考古題了，所以我覺得倒不必特
別花時間計時全真寫一次已經重複看過很多次的東西，但因為近年
司 律 考 古 題 有 考 選 部 提 供 的「 評 分 要 點 ( 官 方 擬 答 )」， 有 相 當 程
度的參考價值。因此我的做法是安排考前 1 週拿近 3 年考古題出來，
每天照著考試的時間計時練習「審題」、「簡單列大綱」，之後再
找考選部評分要點出來拜讀。舉例而言，早上 8：00 我會準時翻開
公 法 考 題， 練 習 在 8:10 前 標 記 出 第 一 大 題 的 作 答 時 間、 爭 點 並 簡
單列出大綱，然後開始閱讀第一題的評分要點，看完就先去讀公法
的筆記，等到 10：30 時再翻開公法第二題，並重複前面的步驟。
這樣的方式同時一來可以調整生理時鐘，讓身體去熟悉剛起床就要
是公法、民法腦，吃完午餐要轉換成刑法、商法腦；二來，看有官
方解題架構的考古題，可以避免在考前一週碰到完全不會或找不到
答案的東西而在緊要關頭亂了陣腳 ( 考前心態不能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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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最接近考試時每天接觸出題老師、改題老師的文字，在考場
上說不定也能因此寫出比較貼近他們意思的答案 ( 我猜啦 )。

伍、書單

看的書不只這些，但有些書讀完真的沒有特別的感受 ( 就沒有覺得特別好
或 特 別 壞 )， 所 以 決 定 僅 列 最 推 薦 的 幾 本 書， 並 且 僅 就 我 想 補 充 ( 或 吐 槽 XD)
的內容寫評論，還是建議大家多多比較，找出適合自己的書！

● 憲法：歐律師全餐、韋軒修法最前線 - 憲法訴訟法

● 行政法：程樂的十堂行政法解題課、雙周題型破解 ( 被罵慘但我很愛 XD)

● 刑法：陳肯刑法 Plus 解題書
陳肯這本書在題目與爭點的收錄上雖然沒有很廣，但內容上寫得深，且對通
說多有批判，如果是國考取向的話，建議將這本書當成自己的「第二本解題
書」，作為補充、協助自己寫出漂亮本文見解的功能。或許還是先讀其他解
題書，或充分閱讀完教科書、參考書，掌握通說見解的脈絡後再拜讀這本比
較適合。另外，這本書似乎許多見解跟薛智仁老師貼近，我記得也有收錄一
些周漾沂老師的見解，考台大法研的話應該很適合一讀！ (ps. 陳肯助教的
刑分課輔也上得很讚，我國考前刑分是拿他的助教課講義來複習 XD)。

● 刑訴：黎律師刑事訴訟法研析、Jango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Jango 的刑訴題破厚厚一本，確實收錄很多重要題目與爭點，不過裡面也
很多幹話會讓人看了會心一笑，所以倒也不必因為書的厚度而卻步 ( 可能很
多人會討厭廢話太多，我自己是覺得有一定的娛樂效果還可以接受啦 )。

● 民法：張璐債法題型破解、張璐的物權有聲解題書
張 璐 老 師 書 內 容 真 的 很 讚， 爭 點 收 錄 多， 擬 答 也 很 完 整， 可 以 讓 人 知 道 民
法 答 題 架 構 的 安 排。 但 小 小 吐 槽 一 下， 債 法 解 題 書 註 腳 有 時 候 會 貼 整 篇 釋
字解釋文或判決書佔篇幅，物權解題書則是有時候一頁只有 2.3 行就留下空
白，到下一頁才會放下一題的題目 ( 一般解題書這種情況好像會因為底下空
間還很多，會緊接著放下一題 )，所以我看其他本書可能 1 小時看 6.7 頁，
但張璐老師的書因為常常跳過或是空白，我甚至 1 小時可以讀到 15 頁以上
XD，所以大家不要覺得書厚而感到畏懼哈哈。

● 身分法：林青松 3Q 身分法解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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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訴 ( 含家事 )：薏偉民訴解題書、薏偉家事事件法、民訴爭點 HERE( 超推 )

● 商法：老師解題商事法、高宇保險法體系 + 解題書、曉墨證券交易法解題書
(1、2 試 )

● 智財：齊軒智慧財產法題型破解

沒有每科都上課，也不是每科個老師都合我胃口，因此以下僅列我最推薦
的讀家師資，還是建議大家多多比較試聽，找出適合自己的老師！

● 刑法 : 楊過
楊過學長幽默風趣，不知道哪來那麼多歌詞梗、諧音梗 XDD 老師的總複習
課程會將重要爭點都帶過去，不會過度著墨一些細部刁鑽的部分，在有限的
最後衝刺期很是推薦！

● 公法 : 陳希、鍾禾、阿鄭
陳希 : 準備檢事官時有看過陳希老師的司三總複習行政法課程，老師講得淺
顯易懂，對當時行政法還很爛的我非常有幫助！後來考前的補充資料非常完
整地整理了重要的大法庭決議或是高院座談會內容，很符合愛考實務見解趨
勢的司三考題需求，今年考司律前我也有拿來翻閱。

鍾禾 ( 神 !)：行 政 法 內 容 非 常 龐 雜， 鍾禾 在 進 入 一 個 新 章 節 時 會 簡 介 思 考
脈絡並提點要注意的爭點，總複習採爭點式上法，不會再浪費時間講很基礎
的內容。另外，也有提供老師自己撰寫的考古題擬答，內容上比起市面上很
多解題書都還要讚，我和朋友都覺得老師應該要出解題書的！

阿鄭：阿鄭老師在讀家似乎沒有開司律課程，但我平常會 Follow 老師開的
「公法的斯德哥爾摩鄭侯群」粉專 ( 我是頭號粉絲，超級鄭粉 XD)，每次最
新 憲 法 法 庭 出 來， 老 師 都 超 快 速 整 理 並 且 附 上 迷 因 圖， 有 時 候 也 會 有 時 事
梗，在考試時滑 FB 也能補充新知 XDD。

● 民法：程穎
原本看程穎老師的身分法全修班很不喜歡，覺得頻率對不上，後來看老師的
民法二總而改觀，除了基礎觀念複習外，也循序漸進適時補充學說、實務最
新見解，且將講義分成兩本的做法真的很聰明，可以相互對照，只想讀進階
內容的話也可以快速省略掉基礎內容，但缺點是有時候想找一個觀念時會忘

陸、推薦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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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他在第一冊或第二冊 XD 這也不能怪老師，應該很難兩全其美。另外老師
的「可爾必思解題法」除了民法外，也可以用來應付各科的題目，在考場上
遇到不會的題目時，我都會看著法條初步形成自己的心證後，思考推導出這
個結論的必要性、可行性，寫出能說服自己的答案在考卷上，這可謂我這次
上榜的關鍵！

● 商法：陳楓
推爆！有夠神！全修班超有體系、總複習去蕪存菁，大學沒修過課的我才接
觸商法約半年就能拿到 60 分以上，完全要歸功於陳楓老師！ ( 不是我太浮
誇，是陳楓老師真的很厲害 ><)

「要不要做筆記」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很多不做筆記也能上榜的神人。但
我是筆記派的，幾乎各科都有用電腦做成筆記，通常是把一些解題模板打出來
背誦。我認為做筆記的好處在於，製作時也是在練習「輸出」，將書本的內容
消化後，用自己的語言親自打字出來，不會等到上考場才在想要怎麼把這個爭
點表達出來，而且自己思考過、輸出過的內容，也比較容易記憶、背誦。

柒、筆記

捌、讀書會？

這題應該和要不要做筆記一樣，非常因人而異。因為我大學不是本科系，
認識要準備國考的人並不多，在研究所又是邊緣人，因此從考研究所、檢事官
到司律國考，我都沒有組成讀書會 ( 雖然講得很慘，不過我原本還是有要和認
識的朋友組成司律讀書會 XD，最後因為書念不完，才沒有積極促成讀書會的
建立 )。

在準備研究所時曾經因為沒有參加讀書會而很擔心，覺得自己一定比不上
別人，後來順利考上研究所後，就比較沒那麼在意是否有參加讀書會了，自己
唸的好處在於可以配合自己的步調調整讀書進度，而且比較不會有看到很強的
人而覺得自己真的好爛的想法。不過還是建議至少要有 1-2 個朋友，是可以在
自己讀書遇到問題的時候一起討論的，以免自己想破頭也想不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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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語

從大三決定準備考檢察事務官開始，我常常花時間在質疑自己「連只要高
於到考平均分數的雙轉考試都考不過，跟人家考什麼法研所？考什麼國考？」，
或是對於沒有完整在校學習必修課程而對自己沒有自信。現在回想起來，可能
會跟當時的自己說：既然這些條件無法改變，就更應該比別人努力、比別人認
真。與其花時間懷疑自己的能力，不如趕快多去看幾本書、多讀幾篇文章、多
背幾個爭點。

希 望 我 的 經 驗 可 以 勉 勵 在 國 考 路 上 同 樣 懷 疑 過 自 己、 對 自 己 沒 有 自 信 的
人，只要肯努力認真準備，一定可以上榜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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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翁○誼
- 第五名 -

律師 智慧財產法

司法官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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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貳、成績

台大法律系法學組應屆畢業，研究所落榜，在此以自身經驗告訴大家：
(1) 每次考試均是獨立事件；(2) 考試具有射倖性，但是越努力越幸運。

一、111 司律一試
綜合法學（一） ( 刑法、刑訴、法律倫理 )：116
綜合法學（一） ( 憲法、行政法、國公、國私 )：108
綜合法學（二） ( 民法、民訴）：118
綜合法學（二） ( 公司法、證交法、保險法、票據法、強執法、法英 )：82
總分：424
( 司法官錄取標準：382；律師錄取標準：372)

二、111 司律二試
憲法與行政法：119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110
國文 ( 作文 )：69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一）：90.5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二）：99
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64
智慧財產法：61
總分：律師 612.5( 及格標準：508)；司法官 551.5( 錄取標準：515.5)



律師    45

參、讀書進度安排

一、升大四暑假 (7 月 )- 研究所放榜 ( 隔年 2 月 )
由於準備台大商法組，所以此段期間主要準備民法、民事訴訟法、商法、
刑法 ( 但是刑法可能沒有準備的很好 )

二、3 月 -6 月
研究所落榜之後，認真地玩到 228 連假結束開始讀書，此段期間修了薛
智仁老師的刑法實例演習，對於思考法律問題多有助益，非常推薦學弟妹
去修！ ( 不過是小班課、每週需要交作業跟點名，並不是涼課喔 )
此外，也開始聽刑事訴訟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函授，本來是不打算聽
民事訴訟法的，不過因為聽到其他組的同學有在聽，感到恐慌後也開始從
頭讀起，不過事後根本沒時間複習函授講義，其實有點浪費時間。

三、7 月 -8 月
大約留三個禮拜準備一試，有先寫了 109 年的考古題，然後花了一個禮
拜的時間檢討全部科目，因為本身檢討習慣手寫 ( 甚至是抄判決 )，所以
每 一 年 度 均 花 費 不 少 時 間， 最 後 只 來 得 及 寫 完 108 年、107 年 的 綜 合 法
學 ( 一 )，甚至連 110 年度都來不及寫就上考場了，所以比我更有時間觀
的大家真的不用緊張！

四、8 月 -9 月
考完一試就開始看憲法函授、智慧財產法，後者係因為有報名檢察事務官
( 雖然考試的過程都因為不知道可以寫些什麼，而早早寫完、睡覺 )，考
完檢事官之後把憲法函授聽完，同時惡補行政法、刑事訴訟法。

五、9 月 -10 月
9 月上台北參加讀書會，並且跟著讀書會進度直到考試，研究所科目以外
的解題書跟家事事件法都是在此階段第一次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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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一試準備方法及書單

一、準備方法
( 一 ) 請先寫一回考古題並詳細檢討

我在蝦皮訂購商家整理好的考古題，形式上是一面題目、一面橫書
空 白 頁， 我 將 檢 討 筆 記 手 寫 在 空 白 頁， 另 外 也 將 常 考 概 念 用 page
整理，考試時就帶題本跟筆電。
另外我認為「詳細檢討」，可能會比「大量刷題」來得重要，至少
我只寫兩回多題目（甚至最近一年的考古題還來不及寫），但上考
場時還是覺得有蠻多看過的概念，所以我會覺得詳細檢討、看熟應
該比起大量刷題還要重要！

( 二 ) 補習班課程
本身是買讀家一試總複習函授，Jango、鍾禾除了拯救我的一試外，
也助益我二試的後續準備 ( 同時意識到自己的刑訴跟行政法真的爛
的 跟 粥 一 樣 )， 程 穎 的 身 分 法 則 是 整 理 的 很 好。 大 科 因 為 時 間 因 素
並沒有全部聽完，但是小科我覺得都很棒，尤其是 Bill 的國際私法，
快速掌握重點，我還因此自己整理了好幾頁的表格。
除了總複習外，我也有聽高點的法學英文的課程，事後雖然也沒時
間複習，不過覺得若早點聽應該會蠻有幫助的！

( 三 ) 請早點設想考試當天狀況
我自己在考試當天會突然莫名擔心很多事情，考二試的時候擔心是
不是遇到認識的人，考一試的時候則是突然開始擔心會忘記畫卡，
而改變自己平常一次寫完再畫的習慣，而決定一頁畫一次，這個改
變也許在現在閱讀這篇心得的考生覺得微乎其微，不過在焦慮的心
情下，其實也花了許多時間說服自己一切沒事。所以若是同樣很容
易莫名焦慮的考生，請早點設想考試當天狀況，越仔細越好 !

二、書單
( 一 ) 讀家一試總複習講義 ( 商事法沒有時間看，其他均有閱讀 )
( 二 ) 高點第一試選擇題詳解套書

此套書詳解寫得很詳細，且有些具撰寫者意見，覺得還不錯！
( 三 ) 武律師的強制執行法正課及《強制執行法考點破解》

準備一試時太過緊張 ( 晚上哭著失眠到早上那種 )，所以小科基本上
均有準備，但我考完覺得其實只要好好做考古題、聽總複習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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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方法
( 一 ) 各科目首先閱讀一本教科書或參考書
( 二 ) 再讀爭點書，此時會形成自己的筆記，內容主要是爭點地圖或答題

結構，以「看熟考試基本上就沒問題」為目標去撰寫，茲舉「無因
管理」為例：

伍、二試準備方法及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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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定期練習題目
若跟我一樣是很難自己動筆練習的人，非常推薦可以找同學或在網
路 上 組 讀 書 會， 讀 書 會 的 運 作 如 下：(1) 為 全 真 模 擬， 於 考 前 五 週
的 週 末 依 照 考 試 時 間 實 體 寫 題 目；(2) 安 排 進 度 並 分 配 出 題 者， 由
出題者於當日考程結束後講解。
另因爲大家選試不同，所以並沒有練習選試；國文的部分僅練習一
次，不過最後一週疫情之故，改成線上考試，我因為家事事件法還
沒讀 ( 考前兩週才開始讀 ......)，所以最後一次只有聽檢討並沒有寫
題目，等於國文在考前其實並沒有練習，但是最後成績上似乎也沒
有受到太大影響。

二、書單
( 一 ) 憲法

1. 高點韓台大的正課、講義
2. 陳希的二試總複習講義
3. 歐律師《憲法爭點解讀》

基本上憲法這科是考完一試才做準備，補習班的資源也都是僅有聽
完課，講義幾乎是沒有時間回去複習的，至於歐律師甚至只有某些
重點章節有看完。但是我想這個勇氣不是梁靜茹給我的，而是因為
之前有準備過台大轉學考，所以對於憲法這科的讀法還算熟稔。
憲法這科基本上可以分成基本權、權力分立、違憲審查，此三個大
項目均須建立自己的答題架構 ( 大方向如同前面「準備方法」所述 )，
另外我也有用一套模板整理憲法法庭判決，模板如下：

( 在此感謝之前中正大學讀書會的同學，此模板是我們一同討論為整
理釋字所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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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行政法
1. 高點韓台大的正課、講義
2. 程樂《程樂的十堂行政法解題課》
3. 兆熙《行政法爭點解讀》
4. 鍾禾的二試總複習講義 ( 命中今年行政法題幹，太神啦！ )

我 聽 完 韓 台 大 正 課 後， 花 了 一 個 月 讀 完《 程 樂 的 十 堂 行 政 法 解 題
課》，看完之後覺得行政法似乎比較沒有那麼不著邊際了，在九月
的時候將行政法分為五大部分做筆記，分別為：管轄、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行政罰、地方自治，其中行政救濟的部分，由於出題時
總是跟隨定性而來，所以是附隨於每個定性部分的筆記。
對於行政法的讀法，我認為只要抓緊「定性→救濟」的問題意識，
基本上就可以解決很多申論題。以下提供「管轄」部分的筆記作為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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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刑法
1. 高點易台大的正課、講義書籍（刑總部分為《刑法總則（圖說）》；

刑分為自編講義）
2. 顏聖《刑法總論》
3. 柚律師《刑法學霸筆記書》
4. 旭律師《刑法進階篇解題書》
5. 周易的二試總複習講義
高點易台大刑總部分真的上的極好，聽完之後對刑總有不同理解，
另外柚律師刑分部分也整理得很好！不過刑法的書除了 4、5 外，
其他大部分都是在準備研究所時看完，之後也沒有時間再複習。
另外刑總、刑分也均都有整理成自己的筆記 ( 形成自己的爭點地圖
真的很重要！！！ )，附上強盜罪的筆記作為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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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刑事訴訟法
1. 黎台大的正課及《刑事訴訟法研析 ( 上 )( 下 )》
2. Jango 的二試總複習及《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3.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 ( 上 )( 下 )》
林鈺雄教授的《刑事訴訟法》是於大三時跟著期末考試一起看完 ( 緊
急抱佛腳的那種 )，另外學長姊都說要看的《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因為我本身刑事訴訟法實在太弱，為搞懂基礎知識已經耗費大量時
間，所以考前也只有挑幾篇重要的看 ( 真的是極少篇，所以不列入
書單 )。
刑事訴訟法是聽到 Jango 的一試總複習才開始有點理解在做什麼，
看 完《 刑 事 訴 訟 法 題 型 破 解 》 也 開 始 做 成 自 己 的 答 題 筆 記。 但 是
111 年考得非常冷門，也許我的刑事訴訟法從來沒好過，只是冷門
題型救了我 QQ
在此附上羈押的部分筆記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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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民法
1. 陳聰富《民法總則》
2. 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
3. 王澤鑑《不當得利》
4. 張律師《民法債編 ( Ｉ )》
5. 李淑明《債法總論》
6. 李淑明《債法各論》
7. 黃詩淳教授的身分法上課講義
8. 賴川《財產法爭點地圖》
9. 獅律師、熊律師《民事債法實務與學說對話解題書》
10. 程穎的二試總複習講義

基本上除了 9 外，其他都是在準備研究所的過程中讀完，且國考也
沒有時間複習，大部分都是研讀自己在研究所時期所做的爭點地圖
筆記。更遺憾的是，以為 111 年應該會考家事事件法，身分法直接
放推，沒想到民法第二大題直接來一個婚姻無效、繼承：）
不過婚姻無效的部分有在讀家的考前 30 天關鍵 30 題約略看過 ( 真
的只是隨便看看 )，算是有命中題目。

( 六 ) 民事訴訟法
1. 許士宦《口述講義民事訴訟法 ( 上 )( 下 )》( 打底用 )
2. 喬律師《民事訴訟法》( 上 )( 打底用 )
3. 蘇試的二試總複習及《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解題》
4. 葉律齊《民事訴訟法學霸筆記書》
5. 薏偉《這是一本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 進階篇 )》( 僅有看家事事件

法部分 )
民事訴訟法基本上是邱派的形狀，9 月 期間看了《民事訴訟法學霸
筆記書》補充其他老師見解，另外蘇軾的二試總複習講得非常詳細，
時間因素實在聽不完，但覺得若安排好時間，應該會蠻有幫助的。
家事事件法的部分，如前文所述是從考前兩週開始看。我是直接聽
蘇試的二試總複習及《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解題》快速抓到體系
架構，然後再看薏偉的解題書將肉慢慢填補（另外之前大三上家事
事件法時，有仔細看過喬律師《家事事件法焦點掃描》，在此一併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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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商事法
1. 陳楓的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正課及講義
2. 林予《公司法學霸筆記書》
3. 林予《保險法爭點即時通》
4. 黃程國、里昂《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商 事 法 真 的、 完 全 就 是 在 準 備 研 究 所 時 讀 的， 連 總 複 習 都 來 不 及
看 ...... 基本上就是跟著讀書會練習題目，還有看自己於準備研究所
時整理的證券交易法爭點筆記。以下仍附上證券交易法的部分
筆記作為參考：

( 八 ) 智慧財產法
1. 伊律師《智慧財產權法爭點解讀》
2. 齊軒《智慧財產法題型破解》
選試的部分只來得及看著作權法的部分，但是我發現就算有好好準
備著作權法，於實際上考場時，還是跟專利法、商標法、營業秘密
法一樣 ...... 非常認真翻法條 ( 這是真的！考之前我也覺得學長姐在
騙我 )
但有時間好好準備還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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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還是附上我有好好準備的著作權法部分筆記：

( 九 ) 國文
考完一試的那個禮拜我有花三天把高點楊昕的國文函授看完，但其
實事後也沒有時間複習。國文部分我覺得抓緊「起、承、轉、合」，
並且在承或轉的部分盡量以自己的經驗收結，應該就可以得到不錯
的成績。
舉例如這次考題我均寫自己轉學考的經驗，最後得到還可以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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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從社會通念來說，我並不是一個典型的考生，比如說作息日夜顛倒，考前
兩個月幾乎是凌晨 1 點去買陽春麵、滷味，配上一集日劇當宵夜 ( 追日劇的速
度甚至比追函授快 )，然後早上七點才睡覺 ...... 至於還有其他地方多麼非典型
就不詳說了。然而即使最終上榜了，我還是認為當一個客觀典型的考生會有安
全感許多，只是想鼓勵大家，閱卷老師最終只會看到考卷上的呈現，至於準備
考試的過程只要對自己負責就夠了。畢竟結果好、過程就也會是好的 ( 比如說
我的非典型備考經驗至今都會當成玩笑話來說嘴 )

最後，附上國考期間貼在筆電提醒自己的話語：「Take out the trash!  
The trash is  anything that  is  keeping you f rom the only  th ing that 
matters, the moment, here an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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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崔○瑋
- 第六名 -

律師 智慧財產法

司法官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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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準備方法

壹、前言

準備國家考試時由於考試科目相當繁多，如果沒有辦法在學習時掌握各科
的架構與精華，往往會有事倍功半之感。這也是為何我除了運用手邊的教科書
等學習資源外，往往會騰出時間利用解題書與函授教材，整理自己的架構筆記，
幫助自己在考點上能夠更好地掌握，同時也能好好檢視自己研讀過程中有所疏
漏的部分，藉此在考前做完整補強。

同時，這樣的筆記比起各種教科書或者是考前猜題，更符合自己的學習脈
絡與軌跡，在考場翻閱時對我的幫助也更大，也能讓我在考場的緊張得以舒緩。

然而要完成一分好的架構筆記，除了要投入相當的時間外，能否取得好的
材料作為筆記的資料來源，更是相當重要的事情，畢竟筆記本身仍然是讀書與
準備考試的精華整理，整理所利用的資源對於整理的成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備考時因緣際會取得讀家的函授教材，後來也跟著讀家的師資撰寫的書籍
與資料進行學習，我認為讀家的教材整體而言體系相對完整之外，在補充上也
較貼近近年來的命題趨勢，由實務及學說關注的重要爭議進行分析與討論，對
於個人規劃與整理考前整理的相關筆記來說，是相當重要且好用的資源。

一、公司法與證交法
舉公司法與證交法為例，雖然這一個科目是分數佔比相對低的科目，但
是其複雜程度與體系掌握的重要性其實並不比其他大科輕鬆。事實上就
連自己在研究所時已經準備過相關科目，有時仍然會有相對苦手的內容。
不過讀家提供的函授教材與總複習講義中有非常清楚的說明與分析，亦
有整理在考卷上可以加以運用的概念，在整理筆記與促進自己重新思考
與分析上十分有效。
由於近年來閱卷老師除了關注考生對於學說與實務見解的了解外，更希
望能夠看到學生對事實的涵攝與分析的過程。因此在整理相關見解時，
能夠有即時可以運用的材料相當重要，除了能夠幫助自己反覆記憶，強
化對於考題概念的掌握之外，也能與自己的思考相結合，藉此得出具有
個人特色的說理與分析過程，避免落入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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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二、民法
又以另一個重要的大科民事法為例，民事實體法作為許多法律的根基，
有著許多基本但重要的法律概念，而這也是在學習上的重要關鍵。當時
在整理時張璐老師與程穎老師的講義幫了很大的忙，概念說明上相對清
晰，在近年實務見解與學說見解的補充上亦相當豐富即時，對於沒有時
間慢慢尋覓相關資訊的考生來說是一劑超級有用的大補帖，也幫助我在
筆記紀錄上能夠更加完整。
此外由於民事實體法的法律體系對於考生來說往往是一大難關，兩位老
師的教材在協助我建立自身對於民事法體系的了解上提供許多幫助，有
了好的體系作為骨幹，加上豐富的法律與實務見解補充填充了血肉，相
關法科的筆記因而有了靈魂，而成為考場上的最強夥伴。

三、刑法與刑訴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也是許多考生在準備時面臨的挑戰。感謝 Jango 老師
協助我建立刑事訴訟法的體系，有了體系與基本概念，就算遇到較為出
格的題目 ( 譬如今年 )，仍然可以以較為冷靜沈著的方式順著題目進行回
答，避免因為過度驚嚇而全軍覆沒。老師對於實務見解的提點與掌握亦
協助學生省去不少與實務見解糾纏的時間，在筆記整理上更能聚焦在重
要的爭議點與實務見解之上。而在刑事實體法部分，相較於刑事程序法
考點較為固定的特性，實體法與日常行為的連結產生的開放性也為考生
的準備上帶來挑戰。
連芯老師的補充與教材相當完整而全面，涵蓋許多在考場上難以自己推
導的法律理論與案例。這對於整理考前筆記來說相當重要，也是我能夠
好好把握刑事實體法科的一大功臣。

最後想跟大家說，司法官與律師考試是射悻性相當高的考試，完成筆記的
目的除了讓自己重新檢視自己的學習軌跡與累積的成果外，更是幫助自己安定
心神，建立心理建設的重要關鍵。

就 算 一 時 失 足， 這 些 累 積 下 來 的 內 容 仍 然 可 以 成 為 來 年 捲 土 重 來 時 短 期
決戰的重要武器，或者是幫助到其他需要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在考場上無往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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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王○詮
- 第六名 -

律師 海商法與海洋法

司法官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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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準備方式心得

畢業於台大法律，現就讀台大法研商法組一年級。大學時期從未獲得書卷
獎，大一、大二在系隊與活動中度過，必修課甚至拿過 B+，大三上開始認真
讀訴訟法與商法，也才開始掌握適合自己的讀書方式。大三結束後進入備考時
期，在準備考研時看打底書與文章的過程，也累積參加國考的「老本」（考研
完幾乎沒讀考研時讀的民法、民訴與商法）。國考準備期間，有讀家贈送的總
複習教材與函授，讓我能夠快速檢視熟悉與不熟悉的內容，並加以複習，非常
感謝！

一、讀書與筆記方式 
我 會 先 讀 過 一 遍 打 底 用 書， 並 在 段 落 前、 頁 邊 或 貼 便 條 紙 做 書 摘， 以 便
事 後 快 速 翻 閱 複 習。 在 準 備 考 研 期 間， 還 有 閱 讀 台 大 老 師 的 文 章， 有 和
同 學 分 工 做 摘 要， 幫 助 自 己 理 解 文 章 內 容， 也 會 另 外 在 便 條 紙 上 抄 寫 更
加 精 簡、 重 要 的 能 夠 寫 在 考 卷 上 的 語 句。 如 果 再 次 看 到 但 卻 不 熟 悉， 我
會 嘗 試 將 該 爭 點 抄 寫 在 分 科 六 法 或 抄 在 便 條 紙 再 貼 上 分 科 六 法， 事 後 複
習 並 可 在 考 試 前 於 考 場 上 速 記。 尤 其 是 我 不 太 熟 悉 的 行 政 法 與 刑 訴， 看
到 很 多 次 但 還 是 不 記 得 的 爭 點， 就 一 定 會 抄 下 來。 關 於 解 題 書， 因 為 自
覺 書 多 到 讀 不 完， 不 想 花 太 多 時 間 完 整 寫 題， 因 此 都 只 是 從 題 目 看 起，
就 直 接 閱 讀 擬 答， 但 後 來 發 現 少 了 先 行 思 考 的 步 驟， 太 浪 費 解 題 書，
後 來 才 學 會 必 須 先 大 致 想 過 與 簡 列 答 題 大 綱， 再 看 作 者 所 寫 的 擬 答。  
此外，雖說讀書時間與實際讀了多少相比，前者較不重要，但為了大致記
錄 與 避 免 使 用 手 機， 讀 書 時 我 會 搭 配 計 時 app， 記 錄 每 天 在 讀 書 上 實 際
花費時間，看著時間經過累積的成就感，能督促自己繼續努力。

二、讀書會
準備考研期間有參與學長姐替我們準備的讀書會，練習完整的寫完學長姐
出的題目，檢驗自身所讀，再聽他們的講解、與他們討論與討教，受益良
多，對於他們真的超級感謝。國考備考期間則與一起考試的同學們組成讀
書會，針對二試科目分工而負責出題與擬答，我負責商法，短短的出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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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應該是這段期間中讀商法的時間。其他科目我幾乎因為讀書時間又不夠
了，而沒有練習寫，只是聽大家的講解，非常罩的同學們給予我很大的幫
助，讓我對於不熟悉的科目能趕緊的抓住重點，並透過大家的分享，也得
到打底書可能看不到的知識，一樣是超級感謝。

三、時間安排
( 一 ) 考研：2021.7~2022.2 刑法打底，民法、民訴、商法打底與閱讀文章

我記得我大三下期末做完報告後，隔天就打開聰富民總來看，看完
後接著看民總文章加做摘要，也跟刑總、民訴、公司法共同進行，
暑假讀書時沒有讀書會，沒什麼壓力，就按照自己的進度循序漸進
的打底。直到暑假後期開學時，民法、刑法讀書會開始，除了推進
進度，還需要複習當週讀書會的進度，所以進度就慢下來而偏離原
定計劃，後來就一直落後自己安排的進度兩週。

( 二 ) 國考：
1.2022.4~6 憲法、行政法與刑訴打底

這段時間因為研究所放榜後想放鬆而較為鬆懈，主要只看了這三
科的打底書，以及看向同學借的鍾禾行政法講義與 Jango 刑訴講
義，把考研期間不可能讀的科目打了底。

2.2022.7 準備一試
這個月先從練習一次考古題開始，體會遭到慘虐的感覺，就緊接
著準備一試所需的背誦。大科除了穩固準備二試的知識，還有準
備平常較不會讀到的點；而小科我不敢放掉而有認真準備，詳言
之， 強 制 執 行 法、 票 據 法、 國 際 公 法 與 國 際 私 法 我 都 有 看 函 授，
盡量能記多少就記多少，尤其國私只要看熟法條即可，如同學長
姐們所說的投報率極高。而法學英文因範圍太廣，只背了補習班
整理的考古題曾經出現的單字，果真有很多出現在今年考題，太
幸運了。

3.2022.8~10 準備二試
讀書時間真的不夠用，甚至沒時間再次好好複習考研時讀過的科
目， 只能看總複習教材，如果 真 的忘記了才回去翻書。為了喚醒
準備考研時的寫考卷經驗，還是擠出時間練習了兩年份的考古題
與一次全科讀書會同學所出的題目，遠遠不足其他上榜學長姐的
建議數量，幸好結果還不錯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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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科書單

一、民法
民法總則 ( 陳聰富 ) 
經典必讀，想必民總的準備應該都會讀這本，書中有許多實務見解介紹，
以及老師會針對實務闡述意見，只是 要 仔細分辨到底是實務或老師的見
解。

侵權行為法原理 ( 陳聰富 ) 
針對侵權行為的各個要件有詳細解說與能提供不同思考方式的比較法介
紹，講得很仔細易讀，也會提及其他學說與評析，以及老師的見解，很適
合打底。然後多數債權人、債務人也有跟實務見解不同的地方，必看！

債編總論 ( 李淑明 )
債編各論 ( 李淑明 )
民法物權 ( 李淑明 )
李淑明的書對於實務與學說整理得很清楚易讀，也會在章節末解題，很值
得看。而他的債總、債各常有相互連結的地方，如果要看可能要一起準備
著。而物權因為沒太多時間，只看到抵押權，後面其他不常見的物權類型
就被我省略了 ...，但因為占有很重要，還是有看。

財產法爭點地圖 ( 賴川 ) 
這 本 書 整 理 了 很 多 財 產 法 的 爭 點， 常 見 的、 不 常 見 的 感 覺 都 在 上 面 了
( ？ )，而且都是能寫在考卷上的文字與語句。書中還有用法律經濟分析
的角度切入，提供我其他對於民法問題的思考方式。

債法題型破解 ( 張璐 )
題目收錄極多，解題前會帶讀者分析題目爭點再進行解題，最後也會補充
題目相關的實務或學說見解，我自己非常推薦！

黃詩淳老師身分法上課講義筆記
少少不到兩百頁的篇幅，收錄親屬法與繼承法的眾多爭點，我只看了這份
講義來惡補我的身分法，只能說超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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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文章集
考研時有看了一些財產法的重要文章，以及文詩淳老師所寫的身分法文章
（尤其是繼承法有關遺產分割的文章），是重要補充老師見解的資料。

讀家民法二試總複習函授 ( 程穎 )
程穎老師的講義整理得很詳細，且一目了然，甚至有在課程中才看得到的
內容，對於民法問題的思考超有幫助，能帶領學生深入解析。一試總複習
時財產法與身分法我都有看，老師的歸納方法讓我準備一試時能省力地背
誦難記的內容。二試總複習時我只看財產法，再次讚嘆老師，老師會交錯
介 紹 基 本 內 容 與 進 階 文 章 或 實 務 見 解， 深 入 淺 出 地 教 會 我 重 要 爭 點。 最
後，老師的「可爾必思」法，以及每句話都要附理由的教誨，感覺在各科
考卷的撰寫，都能隱藏在我潛意識幫助我。

二、民訴
民事訴訟法口述講義上、下 ( 許士宦 )
準 備 台 大 民 訴 必 備 的 書 籍， 詳 細 介 紹 民 訴 從 起 訴、 審 理 到 判 決 效 力 的 問
題，是我建立邱派見解的基礎之一，打底用書。小缺點是幾乎沒有排版，
一個標題緊接的就是不分段的敘述，一開始蠻難掌握

民事訴訟法文章
其中包含許士宦老師、沈冠伶老師與陳瑋佑老師的文章，補充其他在口述
講義上看不到的討論，相較於民法、商法文章可能真的是補充，民訴文章
更接近穩固基礎的功能，考台大民商法應該是必讀的。在準備國考時，對
我而言是當作基礎，而讓我有能力去接觸其他見解並加以比較。

讀家民訴一二試總複習函授 ( 李甦 )
老師上課幽默風趣，常常以有趣的話語形容民訴法的制度，例如以「贏了
一起狂，輸了一起扛」形容有合一確定必要之共同訴訟人。一試總複習介
紹了平時較不會接觸的 ADR、上訴等制度，讓我能快速記憶，而二試總
複習則「大豪賭」，挑出了重要議題收錄，原汁原味講解實務見解，以及
介紹學說見解，老師果然命中了，雖然我對那題袋地沒有寫得很好，對不
起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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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法
曾宛如老師公司法講義筆記
新公司法爭點解讀 ( 崴律師 翔律師 )
考研時讀了這兩本，前者除介紹公司法現行法條，亦有一些立法評析，更
重要的是能了解老師見解。後者則收錄極多爭點，且有超多老師的見解，
資料豐富而簡要，考前真的讀了好多次。

變動中的公司法制：17 堂案例學會《公司法》( 方嘉麟主編 )
陳楓推薦考研必看，可以知道最近學者關心的議題，但考研前沒時間所以
只看幾位台大老師主筆的文章。本書可能考慮受眾有業界的非法律人，用
字淺顯易讀，推薦讀爭點書讀到無聊時可以拿來看，還能看到近期商場實
務的時事。

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 ( 黃程國 )
我的證交法打底用書，是與邵慶平老師證交法課程一同並行，因此我用此
書預習上課內容，他的用字平易近人，且介紹詳細，可以在我對於證交法
完全空白時，讓我有初步的認識。

讀家證交法全修班講義 ( 陳楓 )
但建立我對於證交法的全盤認識，還是我向同學借來的陳楓老師證交法講
義，能有體系地介紹證交法及其爭點，老師整理的資料相當詳盡，非常推
薦！

讀家公司法與證交法一二試總複習函授 ( 陳楓 )
與 全 修 班 講 義 的 心 得 相 同， 老 師 的 講 義 資 料 收 集 詳 細， 各 家 學 說 都 有 介
紹，加上老師的上課也很有趣，可以聽到許多商業實務的時事。一試總複
習，老師除了告誡大家一定要背誦相關股份比例與持股期間，還設計了一
個口訣，考試時真的考出來，在考場上都忍不住微笑。二試總複習，教導
我如何鋪陳寫作的層次才能寫得漂亮，以及依照分數多寡要開門見山或圖
窮匕見，老師真的太厲害了。

汪信君老師保險法上課筆記
學習保險法的基礎，並且能夠老師在 許 多議題所採取的少數而有力之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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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爭點即時通 ( 林予 )
學說與實務見解介紹詳盡，且附上許多的考古題解題擬答，我認為是本好
用的打底書。

讀享保險法一二試總複習函授 ( 高宇 )
整理了許多資料，並帶著我看保險法的重要爭點，只可惜上課時間太短。

四、刑法
刑法總則 ( 王皇玉 )
刑總的打底書，收錄許多實務見解以及老師自己的見解，用字淺顯易懂，
畢竟是大一的上課用書。

刑法分則上、下 ( 許澤天 )
讀 刑 分 初 期 我 是 看 這 本， 內 容 應 該 是 挺 深 的， 會 講 到 一 些 德 國 法 上 的 學
說。後來因為學長說這本應該是給考刑法組的人看的，我就棄坑去看別本
書了。不過閱讀上是有趣的，老師的思考路徑很吸引我，不過準備時間實
在不夠用，對我而言還是去看參考書，在準備上比較有效率。

刑法分則 Q ( 撲馬 )
我後來看這本書，能夠點狀式的吸收刑分爭點與作者見解，以及部分的爭
議討論。缺點是他是以問題來介紹，較為欠缺體系感。偶爾會評論一個見
解好或不好，但不附理由。

讀家刑法全修班講義 ( 連芯 )
我跟同學借來看刑總的部分，收錄爭點詳細，且讓我重新建立客觀歸責理
論 ( 大學時是學習周漾沂老師的主觀歸責理論，對於客觀歸責理論幾乎是
零 )。

讀家刑法一二試函授 ( 連芯 )
一試總複習是從實務見解的介紹，讓我對於各條所涉及之知識能夠背誦。
二試總複習則介紹了許多重要爭點，以及經典與近期的文章，簡單翻閱其
他刑法老師的講義，我認為連芯老師是較偏向廣度的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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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刑訴
刑事訴訟法上、下 ( 林鈺雄 )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 林鈺雄 )
林鈺雄老師的書是我在大三初學刑訴時所讀，備考期間則是用以查詢老師
見解，據說國考中，老師的見解相當重要，尤其是實例解析必讀。老師用
字平易近人，非常有體系的介紹刑事訴訟中的各個程序，而且論述很有說
服力，閱讀起來很快樂。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Jango)
收 錄 考 古 題 極 多 極 廣， 刑 事 訴 訟 的 各 個 程 序 幾 乎 都 能 找 到 題 目 並 解 答，
且 會 附 上 很 多 實 務 與 學 說 見 解 作 為 參 考 資 料， 知 識 量 既 深 且 廣， 還 會 有
Jango 在書邊或各題的前言介紹自言自語，相當有趣！

讀家刑訴全修班講義 (Jango)
讀家刑訴一二試總複習函授 (Jango)
我向同學借 Jango 的全修班講義，上課架構大致是以林鈺雄老師課本的
體 系 為 編 排， 讓 我 能 夠 複 習 大 三 所 學 林 鈺 雄 老 師 的 見 解 外， 更 有 其 他 的
德派與美派老師之見解，資料量極為豐富，也呈現在講義超級厚的外表。
一二試總複習則從中挑出 Jango 老師認為重要的爭點來複習，也會以口
頭 介 紹 一 下 講 義 未 收 錄 之 內 容， 並 補 充 接 近 考 試 之 相 關 新 見 解， 只 能 說
Jango yyds。

六、憲法
憲法爭點解讀 ( 歐律師 ) 憲法解題書 ( 歐律師 )
憲法的準備我只看了歐律師的兩本書，基本權與權力分立都介紹詳盡，並
有豐富的釋字摘錄與學者見解，對於國考（至少我寫過的考古題與今年考
試）應該相當足夠。只有在一試的考試，可能還是會小小難以應付，而需
要其他資料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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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政法
程樂的行政法十堂解題課 ( 程樂 )
我一開始對於行政法毫無體系可言，直接閱讀本書有些吃力，覺得好像有
學到什麼，但又無法在我腦中讓這些知識好好成形，可能要先有點背景知
識再來閱讀比較好。整體而言，在我稍微準備好背景知識後去讀，我感覺
這本書知識量也很豐富，尤其喜歡他的「深度解析」部分，能將一個議題
涉及的爭點都有相當詳細的介紹。

讀家行政法全修班講義 ( 鍾禾 )
讀家一二試總複習函授 ( 鍾禾 )
我又跟同學借全修班講義了，鍾禾行政法講義讓我重建對於行政法知識的
體系，也讓我有實力能夠回去讀程樂的書。鍾禾老師區分行政法領域下的
各部法典，再以其章節為主幹，介紹行政法繁雜的爭點，內容詳盡，後期
幾乎是靠老師的講義複習行政法，且老師設計許多口訣，除了幫助一試的
背誦，更幫助了記憶在二試寫作上會用到的要件。一、二試總複習，前者
基本複習行政法的重要法條與實務見解，以應付選擇題，後者除複習重要
爭點下的實務與學說見解，更教導我如何好好寫一張行政法考卷。

八、海海
海商法爭點解讀 ( 辛律師 )
據說考海海只需要讀這本書即可，因此我也只讀了這本，能夠讓我上考場
回答海商法 60 分的題目。雖然大三時有修過海商法，但到了國考前幾乎
是忘光了，還好有這本書詳盡的介紹，讓我重拾我對海商法些許的知識，
且份量不多，可以很快讀完。

而海洋法相關法律與公約太過無邊無際，加上考前光準備其他法科都沒時
間了，就沒讀考試用書，直接在考場上翻法條找答案（學習海洋法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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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李○欣
- 第六名 -

律師 勞動社會法

司法官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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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各科成績

貳、背景

參、各科準備心得及推薦書單

憲法與行政法 129.5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121
國文 62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 一 ) 88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 二 ) 89
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 74
勞動社會法 36
總分 600

畢業於台大法律系，曾經嘗試一邊工作一邊備考，最後下定決心全職備考
約一年半的時間，今年很榮幸通過司法官二試及律師考試。

一、憲法：
( 一 ) 陳希老師的憲法課程說理清晰，且講義內容豐富、架構簡明，非常

易讀易懂。更重要的是，陳希老師的擬答完全長在我的審美點上！！
所以我個人遇到基本權審查的題目，都會參考陳希老師的思路去解，
總而言之是非常推薦。

( 二 ) 徐偉超老師的憲法課程會很完整地介紹憲法各章節考古題，綱舉目
張。很推薦對於權力分立不熟悉的同學可以參考老師的憲法課程，
一次把基本概念弄懂，考場上就算被突襲也能用法理推衍。

( 三 ) 準備方式及推薦書單：
1. 實體方面，建議首先學習基本權違憲審查架構，建立對於總論的

理解，再從基本權各論中挑選重要憲判字、釋字閱讀原文。尤其
晚近憲判字及釋字的違憲審查架構已經越來越清晰、易讀，也有
許多大法官針對違憲審查之方法論在意見書做詳盡之說明，非常
建議近三年釋字 / 憲判每篇都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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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序方面，建議優先閱讀憲法訴訟法之立法理由，其論理詳盡又
鑑往知來，很有參考價值。另外今年度憲法訴訟法修正草案之理
由也針對實務上運行情況有簡要說明，從修正草案往回理解，更
能掌握學理上對於憲法訴訟法的評析及立法論。

二、行政法
( 一 ) 鍾禾老師的課程內容豐富之餘，還手把手地教學如何開標、論述，

甚至連擬答都寫好，真心超級物超所值。很推薦同學多參考老師的
課程及講義，相信對於行政法考卷應該如何寫才算完整，會有一番
新的體悟。

( 二 ) 順帶一提平時我都有準時收看鄭候群老師的臉書粉專「公法的斯德
哥爾摩鄭候群」，除了彙整資料的能力一絕之外，梗圖更是數一數
二的優質。

( 三 ) 準備方式及推薦書單：
1. 教科書方面首推陳敏老師的行政法總論，行文流暢值得一讀。參

考書則推薦程樂老師的十堂行政法解題課，內容豐富且考場上用
得出。

2. 實體法方面，行政法解題特別注重對於「行政行為」效力之檢討。
而行政行為效力論，是以定性及瑕疵論為前提；實體法上效力如
何， 則 須 透 過 行 政 爭 訟 程 序 確 認。 所 以 解 題 流 程 幾 乎 都 是 以 定
性、合法性、效力及救濟程序選擇等四大階段論述，學習過程自
然也是如此。遇到每個爭點或概念，都以上述流程跑一遍，會更
有架構感。

3. 程序法方面，由於行政爭訟可大別為行政自我審查程序、司法救
濟（著重訴訟類型之選擇）以及國家責任（採審判權二元化）等
三大重點，且根據實體法上救濟標的定性之不同，會有各種變化
型。因此建議總論學習完畢後，可嘗試代入行政處分、行政契約、
行政執行行為（含處分和事實行為）及事實行為，推導看看應如
何救濟。進階時則可進一步認識都市計畫審查程序等法規範審查
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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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法
( 一 ) 周易老師、連芯老師及楊過老師的課程都非常用心，值得推薦。因

為我對於刑法相當苦手，所以主要是參考楊過老師的講義做複習，
老師的講義編寫方式好讀又好懂，我給六顆星的評價 ( 滿分五顆 )。

( 二 ) 準備方式及推薦書單：
1. 非常推薦同學在讀刑法之前，可以優先閱讀蔡聖偉老師的刑法案

例解析方法論。開光之後再上任何刑法課程、閱讀任何教科書參
考書，都能更有意識地建立體系（不停問自己這個爭點要寫在哪
一階），簡直事半功倍。

2. 教科書方面非常推薦林鈺雄老師的刑總，邏輯一貫且鞭辟入理。
刑分我主要是念林山田老師的黑白書，但淺見以為刑分只念一本
書是絕對不夠的，建議可以透過補習班資料或是其他老師的刑分
教科書補充。

四、刑訴
( 一 ) 言頁老師的課程和講義都很完整且切中要點，有助於穩固對刑訴基

本的觀念。Jango 老師則是對於熱門爭點的分析非常深入，能夠透
過老師的課程重新順過很多訴訟法解題應有的爭點意識。

( 二 ) 書籍部分很推薦林鈺雄老師的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老師的解題架
構簡明易懂，考場上也用得出來。更重要的是對於法條的運用說明
完整，讀過之後遇到比較靈活的爭點，也能盡量從已知推導未知。

五、民法
( 一 ) 非常推薦張璐老師的民法課程，我是先讀過老師寫的物權解題書才

上課的，書裡書外都可以體會到老師對於民法滿滿的熱情，課程內
容也是完整又扼要，每次聽都有很多啟發。

( 二 ) 也非常推薦程穎老師的財產法和身分法課程，除了講義精美之外，
老 師 現 場 的 講 課 內 容 超 級 生 動， 真 心 推 薦 一 定 要 準 時 去 上 課， 會
有滿滿收穫！

( 三 ) 準備方式及推薦書單：
1. 民法考卷應如何撰寫，老師們可能仁智互見。但畢竟我都看王澤

鑑 老 師 的 民 法 長 大， 還 是 很 偏 好 以 請 求 權 基 礎 為 核 心 的 解 題
法——也就是以聲明 / 法律效果為大標、請求權基礎為小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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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於內文分析要件事實。除了解題之外，念書時以請求權基礎
為核心，也很能幫助思考。

2. 教科書方面推薦王澤鑑老師、陳自強老師的著作，參考書則推薦
張璐老師物權法及賴川老師財產法爭點地圖等著作。

六、民訴
( 一 ) 李甦老師的民訴課程簡明扼要，該講的重點都有講到，這種抓重點

的 能 力 實 在 是 讓 人 羨 慕 又 佩 服！ 很 推 薦 同 學 們 閱 讀 李 甦 老 師 的 講
義，相信對於實務見解的掌握會有很大幫助。

( 二 ) 準備方式及推薦書單：
1. 教科書方面推薦許士宦老師的口述講義，論理清晰且擲地有聲。
2. 參考書推薦蘇試老師的著作，內文對於各家學說及實務均有彙

整。

七、國文
真心覺得國文需要廢除…與思想家對話完直接崩潰了整整一週：）

肆、結語

考試是有限的遊戲，人生才是無限的遊戲。
無論各位在國考的路上為自己設定什麼樣的目標，請永遠要記得自己是有

價值的人，並且健康才是真正能讓人笑到最後的資產。
祝福各位身心健康、幸福快樂，最後再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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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馮○亮
- 第八名 -

律師 海商法與海洋法

司法官 錄取



律師    75

壹、背景和前言

貳、成績

畢業於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現就讀於臺北大學法研所財經法組碩一。
大學時在校成績後段，最後畢業排名為 (51/58)。會想要分享這篇心得的原因
是因為自己深感一篇好的心得文對於考生是真的會有實質幫助的。在備考的過
程當中，每當感到焦慮時，我都會瘋狂翻心得文出來看，低卡跟批批踢上的心
得文我應該都已經翻到爛掉了，所以可以說心得文是我一大精神支柱。自己在
準備過程撞牆時也會多看看上榜者的準備方式，從中獲益良多。因此，在考前
就對自己許下一個願望，就是上榜後也要寫一篇真的能夠幫助考生的心得文。

本篇心得文的架構是向去年最溫暖的榜首學長致敬，學長的心得文實在是
寫得太好，其中的備考方式給我的幫助真的很大。至於後面寫到心態的部分則
是受到去年三榜的神人學長的心得文的啟發，等待放榜期間，學長分享考試當
下那段真的是當時的浮木。

一、一試
( 一 ) 綜合法學（一）( 刑事法 )：114
( 二 ) 綜合法學（二）( 公法 )    ：110
( 三 ) 綜合法學（三）( 民事法 )：138
( 四 ) 綜合法學（四）( 商事法 )：  96
總分：458 ( 律師排名 83；司法官排名 117) 

二、二試
( 一 ) 憲法與行政法：118(62/56)
( 二 )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121(55/65.5)
( 三 ) 國文：57(28/29)
( 四 )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一）：71.5(39/32.5)
( 五 )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二）：90.5(48.5/42)
( 六 ) 公司法、保險法與證交法：77.5(37/21/19.5)
( 七 ) 海商法與海洋法：50.5(23/15/6.5/5.5)
總分：律師 586( 及格標準 512.5)；司法官 535.5( 及格標準 515.5)
排名：律師海海組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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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2~2021/8（民法、民訴、商法函授）
其實滿早的時候就想要拼研究所跟應屆，所以大約在大三上的寒假就開始
補函授。因為大一大二的時候太混，所以這時候全部科目都是從零開始，
超級痛苦。而這時候還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讀書進度安排的時候，又想要
顧研究所，又想要顧國考，所以寒假的時候把民法刑法刑訴全部都排在一
起，超級亂。最終就是大三寒假進度超堪憂，可以說是花了一個寒假撞牆
學經驗，國考研究所科目都沒顧好。從這裡我學到的經驗就是，排進度的
目標很重要，因為時間有限，所以一定要有所取捨。因此，寒假過後到大
三升大四暑假前，就全心專注在民商法科目的函授。

二、2021/8~2022/2（民商法打底、文章、練題）
這段期間就是全心準備研究所，而當時研究所是以台大商法組為目標，所
以一個禮拜大概會撥一天來唸刑法 ( 有時不到一天 )。不過，這段期間刑
法並沒有念起來，所以後面讀國考的時候還是要重救一遍。準備研究所期
間， 打 底 完 成 後， 我 大 約 有 超 過 8 成 的 時 間 都 在 讀 文 章， 反 而 解 題 書 就
沒有唸這麼多。這邊要強調的是，那時候我跟朋友有組讀書會，每個禮拜
會練 4 題的詳答 ( 沒計時 )，所以說雖然沒有唸太多解題書，還是有練習
題目的。

三、2022/3~2022/7/4（刑事法、公法打底）
考 完 研 究 所 到 放 榜 的 這 段 期 間 完 全 讀 不 下 書， 真 正 開 始 唸 書 是 在
2022/3/10 放 榜 完 的 時 候。 這 時 候 真 的 超 級 挫 折， 因 為 公 法 跟 刑 訴 完 全
是 0，全部都要從函授開始，然後函授又超級多……。這段期間的安排是
一個月一科，剛好可以跑完公法跟刑事法。就像前面所說的，雖然在考研
究所期間有念刑法，但實在是太爛，所以還是給它約一個月的時間重新再
念一遍。
這段期間的準備方式就是，看函授一遍，打底書看一遍 ( 時間只允許我看
一遍 )。這時候每天都被進度追著跑，每天函授至少要看兩堂，每天都要
被強灌知識，超級痛苦。後面準備公法的時候，因為韓台大教得實在是太
好， 一 天 可 以 拼 到 4 堂 函 授。 每 科 函 授 + 打 底 一 遍 跑 完 就 馬 上 進 一 試 的
準備。

參、讀書進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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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準備書單（以下＊代表推）

另 外 要 說 的 是， 這 段 期 間 我 真 的 來 不 及 進 解 題 書， 打 底 完 就 真 的 沒 時 間
了。 然 後 要 特 提 到 的 是 刑 訴， 刑 訴 看 完 函 授 + 打 底 後， 跟 讀 書 會 朋 友 討
論後決定要用豪賭的方式準備，就是直接進林鈺雄實例那本，讀書會四個
人每次每人負責講解一篇，大家分工後讀完那本。這邊我就是還沒打底完
成就進比較深的東西，想說不管了，直接用實例解析來檢驗自己的底子，
看不懂再回去看打底書。

四、2022/7/5~2022/8/5
參考板上大多數心得文後，決定要預留一個月的時間準備一試，因為真的
超級怕被刷掉 ( 真的超級怕 )。這段期間就是專心準備一試，沒再碰二試
的東西。詳細準備方式後面會說。

五、2022/8~2022/10/14
這 段 期 間 就 是 瘋 狂 看 解 題 書、 爭 點 書、 總 複 習 講 義， 也 是 每 天 被 進 度 追
著跑，超級無敵痛苦 ( 加了一個無敵，因為真的好痛苦 )。

一、民法
( 一 ) 教科書

陳聰富 民法總則＊
陳聰富 侵權行為法原理＊
陳自強 契約給付之返還關係
外加陳聰富、陳自強、陳忠五、黃詩淳近五年文章

這邊要推陳聰富老師的這兩本書，老師寫的書還算是好懂，拿來打
底算上滿剛好的。至於陳自強老師的書只是因為我考研究所的時候
恐慌買來看的，真的看不太懂……。 

( 二 ) 參考書
張志朋 債編＊ + 物權
李淑明 物權
朱熙 財產法爭點即時通＊
賴川 財產法爭點地圖
許恒輔 民法親屬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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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法我是用張台大的書來打底，作為打底用書我覺得很讚，但單純
只看這兩本的話可能會有點不夠。朱熙的書我覺得滿多爭點都有整
理到，跟賴川的書搭配著看我覺得效果還行。但就結果來說我的財
產法沒有考好，連四成的分數都沒拿到，所以大家再自行斟酌。
許政大的書的話我覺得要搭配正課看比較好，否則會看得有點零亂
沒有重點的感覺。

( 三 ) 解題書
張璐 債法題型破解＊

張璐的涵攝我覺得很讚，是個答題方面值得模仿的對象。

二、民訴 ( 含家事 )
( 一 ) 教科書

許士宦 民事訴訟法口述講義＊

自己當初準備台大的時候有把口述講義啃完，其實看得挺爽的，因
為會講一些有的沒有的（殖民地化、抄外國法之類的）。看完的話，
在遇到一些沒看過的題目時，可以利用裡面的一些幹話鋪陳、推導，
其實還是滿有用的。

( 二 ) 參考書
喬律師 民事訴訟法上下
勝平瑞希 民事訴訟法爭點 here ＊
溫語 民事訴訟法學霸筆記書＊
蘇試 家事事件法

我是用喬律師打底，內容算是豐富，作為打底用還不錯。爭點 here
是我考完一試時，花一個禮拜惡補邱派以外東西用的，裡面收錄的
爭點還算滿詳盡，也不至於會去脈絡化的整理，我覺得還不錯。學
霸筆記書髓然我沒有看完，但有在最後去看一些答題上的編排，裡
面的題目都解得很漂亮，真的不愧是榜首寫出來的答案，論述不冗、
涵攝完整漂亮，很推。
至於家事的部分，因為我真的很怕今年會考家事，所以有看完許政
大的函授並以蘇試的書打底。蘇試的書內容很豐富，但排版我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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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不習慣，沒有曙光乍現的感覺……。今年沒有考家事算是又
慶幸又靠背，慶幸的是我沒唸好，靠背的是我花時間念了…。

( 三 ) 解題書
薏偉 民事訴訟法解題書

三、商法
( 一 ) 公司法

王文宇 公司法論
曾宛如 公司法基礎理論再建構＊
翔律師崴律師 新公司法爭點解讀＊
蕭雄 公司法
外加曾宛如、邵慶平、王文宇、張心悌、郭大維、陳彥良近五到十
年文章

這些是研究所時看的書，在商法只佔 100 分的情況下，我覺得頂多
看爭點解讀那本就很夠了。

( 二 ) 證交法
黃程國 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
黃程國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

( 三 ) 保險法
葉啟洲 保險法＊
高宇 保險法解題書
外加汪信君近十年文章、葉啟洲近五年文章

不論是國考還是研究所都大推葉啟洲的教科書，像是今年考出來的
告知義務，在老師的書裡面都有詳盡的說明。

四、刑法
( 一 ) 教科書

王皇玉 刑法總則
蔡聖偉 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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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用王皇玉的書打底，練題目的時候把蔡聖偉的書當作工具書。
案例解析方法論那本後面十個案例練習我覺得都可以練練看，對於
刑總應該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會更清楚要怎麼去編排刑法答題
架構。

( 二 ) 參考書
周易 刑法分則體系解題書

( 三 ) 解題書
周易 刑法二試解題書
陳肯 刑法 plus 題型破解

刑法我其實買了超級多書，李允成和榮律的書我都有買，但就都是
拿來相互參照而已，主要還是以周易二試解題書為主。

五、刑訴
( 一 ) 教科書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上下
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

當初正課是補黎台大，但他的書我看得很不習慣，所以乾脆直接頭
洗下去把林鈺雄的兩本書拿出來啃。所以打底後，基本上我只掌握
了德派的東西（甚至有沒有真的掌握也還存疑…）。至於實例解析
書，雖然當初是想作為猜題用，但看完後對於刑訴案例的思考會有
進步，就算沒有考出來，對考試來說還是很有幫助。

( 二 ) 參考書
無

( 三 ) 解題書
Jango  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

這本是我在二試讀書會跟組員討論的時候，發現我對德派以外，甚
至是實務見解的部分都非常不熟悉，趕緊拿出來啃。我覺得裡面的
內容非常豐富，對各家學說都整理得很詳盡，各個爭點也都交代的
非常非常清楚。答題內容當然是很爆炸，但我就把它當成是文章摘
要在看，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如果把這本念完真的會有種自己
進步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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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憲法
( 一 ) 教科書

無
( 二 ) 參考書

歐律師 憲法爭點解讀＊
高曄 公法學霸筆記書＊

憲法打底我只有看歐律師，我覺得很不錯，該有的東西都有，整理
得也很好。高曄的書也整理得超級好，很適合作為最後衝刺的時候
複習用，裡面的擬答也真的都解得超級好。這次憲法我有試著模仿
高曄的答題方式，最後得出的分數很不錯。總之，非常推薦高曄這
本書。

( 三 ) 解題書
歐律師 憲法解題書

七、行政法
( 一 ) 教科書

莊國榮 行政法＊

這本是我拿來打底用的，雖然可能比較淺一點，但對我這種程度不
好的人來說非常受用。裡面各章節的目錄都打得很詳細，可以很清
楚地抓到該章節大概的內容，方便掌握體系。同時，裡面整理得見
解也算是豐富。總之，我看這本算是看得很開心很喜歡。

( 二 ) 參考書
高曄 公法學霸筆記書＊

同上，裡面行政法的擬答和整理也是一級棒，大推。

( 三 ) 解題書
周董周凌 行政法題型破解

這本先不論有沒有錯誤的問題，答題編排真的很糟，複製貼上感很
重，答案都糊在一塊，我自己是看得很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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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海商法海洋法
辛律師 海商法爭點解讀＊

海商我只看這本，大約考前一個月的時候，每天撥一兩個小時來看，看
的過程超級痛苦，因為幾乎沒有底子，超級難吸收。但從結果上來看，
分數拿得很不錯，所以這本還是推。

伍、讀書、解題方法

一、抓大方向、架構
司律考科真的很多，很難每一科的所有細節都掌握得鉅細靡遺。因此，
抓每一科的大方向就還蠻重要的。比如說我在念每科的打底書前，我會
先花一點時間看一下目錄，大致瞭解一下整本書在幹什麼。在細看每一
章前，我也會再翻一翻詳目抓一下架構。如果沒有詳目的話，我就會直
接把該章節的東西直接先粗略看過 ( 看開標 )。

二、要思考
這點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在唸書的時候不能只有看過去而已，而是真
的要好好的理解看過的概念。我覺得這個是蠻難做到的，我自己在念的
時候其實也常常會不自覺地為了趕進度而忘記要思考這件事，這樣很容
易會花很多時間卻什麼也沒學到。

三、版面編排
答題方面我覺得開標和縮排是真的一定要做好的事，會讓整張考卷看起
來是有層次，而且清楚明暸的。否則即便你知道爭點，卻因為版面編排
沒做好而讓改題老師沒注意到你寫的重點，真的滿虧的。

四、涵攝
這點我覺得超級超級重要。抽象論述大多數人應該都會 ( 熱門爭點 )，所
以這時候能夠讓答案顯得突出的關鍵應該就是涵攝。甚至常常國考題目
和時間根本不允許你每題都遵循嚴格的三段論，很多時候是要夾敘夾議
帶過的，這時候涵攝得踏實的話，考卷才會顯得更漂亮。比如說今年的
刑法卷，我考試當下真的很多都是直接去操作法條而已，但非常努力的
在涵攝，最後分數也有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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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一試準備

柒、二試準備

一 試 的 準 備 我 是 預 留 一 個 月 的 時 間 準 備。 這 一 個 月 做 的 事 情 就 是 寫 考 古
題、看總複習課 ( 沒有全看 )、看總複習講義、翻法條。

一、考古題
首先是寫考古題的部分，這一個月我沒有完整計時一次把所有科目寫完
過，都是拆開來計時寫。寫完不論對或錯都會仔細檢討每一個選項。那
時候甚至還有跟朋友組一試讀書會，把自己錯的地方或是覺得很北爛的
地方拿出來分享，讓一試的準備沒那麼無趣，偶爾還可以罵罵奇怪的實
務見解訓練自己批判的能力。而我自己是寫了 106~110 年的考古題，平
均分數都有維持在 440、450 左右，但即便是這樣我還是覺得很抖，很怕
在考場上還是烙賽，所以沒有因此減少準備時長。

二、總複習課 ( 主科 )
再來是總複習的部分，我當時最怕的科目是刑事法、民訴、公司法和證
交法，因此，我有把這幾科的總複習課程看完。其中最害怕的是刑訴法，
我甚至把 Jango 和黎律的總複習課都看完了。其他的科目不是我不想看，
是因為時間上來不及，而且這段時間發生了一些事導致唸書效率好差，
這後面「心態」的部分會提到。

三、小科
小科的話我有認真準備的是國私 ( 看課 + 刷題 )，其他的都是刷刷題目練
感覺而已。完全放推的是強執，強執準備下來真的很不划算，所以我個
人認為這科是真的能全放的。

就像前面說的，研究所考科以外的科目我都只有看完函授 + 打底過一遍而
已，所以其實在準備二試的時候非常抖，我幾乎把八成以上的時間花在刑事法
和公法，民事法和商法基本上都在吃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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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複習課
最一開始我的設想是把所有總複習課看完，但實際上時間超級緊迫，根
本來不及，最後取捨之下選擇看了民訴、刑訴、刑法（沒看完）、身份法。
會選擇看民訴的原因在於，我在考研的時候只有看邱派的東西，非常擔
心自己會沒辦法掌握國考的所有範圍。因此，最後選擇看看李甦的課看
可不可以撈到一些其他酷酷的爭點。
前前後後花了差不多一週左右的時間把要看的總複習課看完後，就開始
進入解題書和爭點書的地獄了。

二、解題書
我自己使用解題書的方式是看過題目思考後翻擬答。當然，如果有時間
的話，列列架構也是不錯的，但很無奈的是，我真的沒時間。所以說，
解題書的使用方式我覺得沒有一定，端看自己習慣怎麼服用，重點還是
在於有沒有思考問題。

三、讀書會？
準備二試有和朋友一起組一個讀書會，並由已經考上的學長來帶我們（超
級感謝學長願意撥空）。運作的方式是每個禮拜兩次，每次由學長出題，
各自寫完後再一起討論。一起討論的好處是可以刺激思考，從組員不同
的想法出學到用不同角度看同一個問題。對於我自己來說，讀書會是必
要，但不一定每個人都適合，還是要以自己的感受為主。

四、練題目？
考完一試到二試中間時間真的真的很趕，加上我自己又是很懶得動筆的
人，所以從考完研到國考之間只練過一次的詳答 ( 練完發現太花時間 )，
都只是讀書會寫簡答列架構。對我而言，最重要的還是思考問題本身，
所以腦袋有在思考，即便手沒有實際去寫，也還是很有用的。但是這邊
就會面臨到一個風險，就是要克服下次動筆就是國考當天的恐懼。說不
怕是騙人的，我超抖，但就憑著研究所練出的論述能力去寫，從結果上
來看不算太差。不過，還是要再次強調，是否要實際動筆計時練習，還
是要看個人，適合我的方法不一定適用於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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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筆記？
我自己是沒有做筆記的習慣，就算有遇到複雜或重要的爭點有整理成摘
要，通常也都不會再回去翻，所以自己衡量下來決定就不硬做了。這樣
面臨到的風險就是，考前會不知道要翻什麼。我考前就都還是一直在翻
書。考試當天也是，休息時間也沒有自己的筆記可以看。但就像前面說
的一樣，重點來是在唸書的時候有沒有充分消化和吸收，做筆記只是一
種手段，不必強求做或不做。

六、排進度？
在這段期間我沒有特別安排每天要讀哪科，基本上是靠感覺，覺得哪科
好像很久沒碰了就念它，或是哪科特別抖就多念一下。像是某天突然覺
得好像很久沒碰民法了，我就花兩天的時間把程穎總複習講義唸完一遍。

接下來要談到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因為這一路上走來我覺得真正痛苦的
不是讀書本身，而是自己心態上的問題。不論考前、考試當下、考後我都是處
於極度焦慮的狀態，甚至是非常失衡的狀態。希望這段的分享能夠幫助到情緒
上也遭遇到困難的人。

一、考前
( 一 ) 一試

一試考前大約兩三週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影響我超大的事，就是我養
的倉鼠過世。這隻倉鼠陪伴我大約兩年的時間，這兩年剛好又遇到
疫情，所以相處時間很長，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心靈寄託。當時從他
身體出狀況到過世大約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幾乎天天跑寵物醫院，
根本念不下書吃不下飯 ( 不誇張…)，甚至產生了要不要今年乾脆就
算了的念頭。總之，在考前的時候面對生離死別真的很難受很難受，
但我還是硬著頭皮把歷屆寫完檢討完，然後撐到考試的時候。

( 二 ) 二試
一試考完，我還有另一隻差不多年紀的倉鼠，我想說也帶去看看好
了，結果一看發現長腫瘤，心情真的瀕臨崩潰狀態。從考完一是一
直 到 9/11 他 離 開 中 間 這 段 期 間， 我 不 敢 出 門 太 久， 每 天 都 盡 量 待
在家，深怕他哪天就突然離開我了。這一個月間，每個禮拜都要帶

捌、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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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桃園到三重回診，花費了很多心力和時間。最後她在考前一個
月的時候離開，而這一個月也是每天心情都很低落很痛苦。
到了考二試前一個禮拜，壓力是真的非常大。還記得那時候壓力大
到會不自覺地哭出來。有一次早上去早餐店吃蛋餅時，吃蛋餅吃一
吃想到自己是不是會考不上，想著想著就哭出來了，還好那時候店
裡沒有其他人。

( 三 ) 小結
或許很多人會覺得不過就是兩隻倉鼠而已，但對我來說他們真的就
跟家人一樣親近，他們的離開是真的會給我爆擊的那種。但為了考
試，真的就還是咬著牙撐過這段痛苦的時光。咬著牙撐過的這段期
間，我也不覺得之後一定就會有好結果發生，但我知道不撐過就一
定不會有好結果。而且我真的不想再考試了，如果我現在放棄，我
勢必要再痛苦一年，一想到這個就會趕緊再拿起書本繼續念。

二、考試當天
( 一 ) 一試

考一試前一天我完全睡不著，都處在半夢半醒的狀態，所以考試當
天超級無敵累。考一試當天是我第一次完整的寫整天的選擇題，非
常抖。看到第一科刑法卷真的是驚呆了，到底為什麼會有學說的東
西？寫完感覺沒有很好，但也沒有多想就先休息一下等考公法的時
間到。公法寫下來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大約是持平。至於民法卷的
時候，因為前一天沒睡好，超級想睡覺，但可能是腎上腺素的關係，
我還是硬撐把考卷寫完。商法卷考下來也已經沒什麼特別感覺了，
只覺得好累好想回家。
考完到隔天對答案，那感覺是難受的，我寫下來感覺從 350~450 都
有可能，心情很不穩定。隔天對答案的時候心跳也跳超快，手邊改
邊抖。總之，雖然最終分數還不錯，但絕對不是考試當下或考完就
有十足把握的，焦慮是正常。

( 二 ) 二試
第一天考前的晚上我早早就上床睡覺，但一樣，我還是睡不著，到
了三點多我才睡著，隔天依舊超累靠意志力撐。二試考試的感覺真
的就是只能用崩潰來形容。先從公法開始，公法卷寫下來感覺是「我
應該可以拿一半吧？」，考完的感受是還算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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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刑法開始就真的很糟，拿到刑法卷的時候我選擇先看看刑訴，
因為自己覺得對刑訴比較有把握。結果一看刑訴考題整個傻眼，「簡
式簡易」「詰問」「迴避」映入眼簾，我想說奇怪，這不是一試才
會出現的東西嗎？這到底是什麼東西？沒關係，不然來看看刑法好
了。結果看到架設賭博網站…。當下真的心態接近崩潰。我當下的
想法是，不然先冷靜個兩分鐘好了。我聽到整間教室翻法條的聲音
變 多， 立 可 帶 的 聲 音 也 變 多， 這 應 該 就 代 表 其 實 大 家 也 都 不 太 會
吧？所以當下我就想辦法讓自己冷靜，好好把架構列好，努力涵攝。
當然，考完的感覺還是崩潰到不行。
再來是民法卷，拿到考卷看到身份法想說，幹不對，不是會考家事
嗎？阿怎麼還有身份法…。看到借名登記想說不錯，應該有準備到。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當下腦袋突然卡死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要
寫什麼。這個感覺真的很可怕，加上面對的是民事法，更可怕。而
且寫的時候還分不太出來第一小題和第二小題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身份法還有新舊法的東西和遺產計算，那些都已經是研究所才練過
的東西，只能憑印象努力算努力涵攝。總之，寫完民法卷感覺也超
糟 ( 分數也真的挺糟 )，心態持續崩潰中。
接著是民訴，看到袋地通行權，心裡想說哇賽李甦又猜到了喔？結
果我完全想不起來李甦講了什麼講義寫了什麼，最後決定先寫爭點
整理。但爭點整理我覺得真的不好寫，每次整理到後面都還是覺得
亂亂的。寫完爭點整理後再翻回去寫袋地通行權，硬是用一些學過
的東西推敲看看。寫完民訴卷，感覺是小崩潰，但加上前面的考科，
仍然是持續崩潰。
然後是商法卷，商法卷題目很長，但整體寫下來還算滿意自己寫的
東西，寫完算是有把握，最終分數也還不錯。商法應該算是寫完最
不崩潰的一科。不過這邊要分享的是，我考商法時也有遇到一點意
外，就是我找不到公司法 172 條第 5 項。在平時這條應該是背的滾
瓜爛熟的條文，但考試當下就真的鬼遮眼，突然不知道法條在哪。
最後是有找到，但大約花了我快五分鐘。
最後是海商法，海商法我只記得我第一題很努力的在涵攝，第二題
好像扯到侵權行為，海洋法就是找法條大賽。考完沒什麼特別感覺，
但還是會有點擔心它扯到我後腿。
總結兩天下來的感受，還是只能用崩潰來形容，感覺準備的東西和
考出來的都剛好錯開。考科和考科間的休息時間我根本念不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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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邊感謝廖姓大帥哥，每節休息時間都陪我在那邊抱怨崩潰。
總之，考試那兩天真的就是比心態的，一定不要放棄，堅持下去都
一定有機會。

三、考後到放榜前
考完後的一個月間身心靈都有比較放鬆，雖然偶爾還是會覺得焦慮很怕
落榜，但整體而言還是算有比較放鬆。不過到了接近 12 月時，焦慮感突
然暴增，是會影響到生活變得不平衡的那種。在這段期間我總共夢到自
己落榜了五次，這五次的夢有兩三次是非常真實的那種，還記得在夢裡
面爆哭了好幾次。一直到放榜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榜單前，我從來沒
有篤定自己一定會上過。一直都是處於時而覺得會上，時而覺得不會上
的情緒。甚至到了放榜前一週，從本來的焦慮變成非常沮喪，覺得自己
很爛，心情超級糟糕。

玖、心態

這一路上真的很辛苦，不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很痛苦 ( 至少對我來
說 )。而且真的很無奈的是，即便咬牙撐過了，也不一定有甜美的果實。再更
北爛的是，還有 400 分門檻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存在。在這場考試中，我們都成
了程序客體。在努力的同時，一定還是要顧好自己的身心靈健康，如果缺少了
健康，一切都顯得沒有意義了。最後要說的是，以上是我的經驗，不一定適用
每個人，最好還是要多方參考最後統整出適合自己的方式。



律師    89



90   讀家補習班 考取經驗談



律師    91



92   讀家補習班 考取經驗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