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事诉讼法：掌握基本知识点为制胜法宝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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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AF_89_E8_c67_465972.htm 纵观近年司考中民事

诉讼法（包括仲裁法部分）的试题，总体感觉是比例增大、

难度适中、重点突出。2004年该学科所占分值为71分，2005年

达到83分，2006年则为74分。这几年占整个司法考试总分值

的比例约在13％左右。 总体而言，民事诉讼法试题具有以下

几大特点： 第一，仍然以传统知识点为主。 如管辖制度中一

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以及专属管辖的确定，协议管辖

的条件；当事人制度中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非实体当事人

的运用；证据制度中证据种类、证明责任的分配、补强证据

规则、质证等等；审判程序中仍然主要集中于一审程序、二

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如何处理诉讼案件；执行程序中

的执行管辖、执行期限、执行开始、执行和解、执行异议等

；仲裁制度中主要集中于仲裁协议的无效以及效力认定、仲

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仲裁和解、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等传

统知识点。 第二，重点比较突出。 历年考试中民事诉讼法和

仲裁法部分都不回避重点问题及热点问题。这就提醒考生一

定要练好基本功，有些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存有侥幸心理，认

为某个知识点可能不会考，或者已经考过了，就将它忽略了

，最后到了考场上就后悔起来。其实，重点知识点并不是很

多，只要下功夫就能掌握。 第三，强调对司法解释的考查。 

通观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考试试题，对重点司法解释的考

查分量越来越多。比较重要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等等。这些

司法解释相互补充，对具体的民事诉讼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规

定。这就要求同学们一定要学会体系学习的方法，对某一个

问题所有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要形成一个体系，最终形成一

个完整的体系树。 第四，强调综合性考查知识点。 国家司法

考试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部分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综合性越

来越强。一道题单纯考一个知识点的比例越来越少，往往以

某一知识点为基点，综合性考查若干法律条文的规定。这就

提高了对考生的要求，为了能够在一道题上得分，仅知道一

个知识点往往是不行的，还需要能够掌握全面的知识。能否

通过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这一关，全面掌握是关键。 第五，

加大对基础理论的考查。 近年来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和仲

裁法部分对基础理论的考查有所加强。有些基础理论并不体

现为法律条文，或者光看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

是要求考生理解法律条文背后所蕴涵的法理。当然，这也就

意味着死背法条不能保证通过司法资格考试。比如，仲裁中

没有第三人，这个知识点并没有直接的法条作为基础，这需

要以仲裁协议为前提的原则中推导出来。再比如，2006年司

考第四卷第七题分析题的第一问实际上就是考查考生是否掌

握了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法院裁判消极性原则、当

事人处分权原则，是否理解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否明白当

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等理论问题，这就增加了考试的难

度，但这些问题实际上均属于民事诉讼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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