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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90_8D_

E5_B8_88_E6_8C_87_E7_c36_480270.htm 主持人 ： 各位司考

考生，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准时相约巅峰冲刺指点江山司法

考试第三场民事诉讼法预测。我是主持人余源志，欢迎广大

考生的光临和支持。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LG400命题

小组核心成员、法学博士生刘鹏老师。请刘老师跟各位网友

打个招呼吧。 刘鹏：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 昨天的第

二场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LG400命题研究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席

志国老师，他给我们司考考生对民法这块带来了一个非常详

细的资讯和命题趋势以及考试特点的一些分析和介绍，也给

广大考生提供了很多帮助，反响特别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刘鹏老师，主要给我们讲述民事诉讼法的方面的问题。 刘老

师，俗话说得民法者，得天下。但是，我们民事诉讼法在司

法考试当中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您对民事诉讼法的分值比

例和特点做一些介绍。 刘鹏：得民法者得天下，同时失民诉

者也要失天下。民事诉讼和仲裁是占司法考试总分的12%，

也就是70分。其中民诉考了63分，仲裁考了7分。下面我就介

绍一下分值的统计： 1.单项选择题16题，共16分，占单选题

总分的32%。 2.多项选择题10题，共20分，占多选题总分

的33%。 3.不定项选择题7题，共14分，占不定项选择题总分

的35%。 试卷三民诉、仲裁部分共计33题，50分，正好占试

卷三总分的33.33%。 试卷四 案例分析1题，20分，占试卷四

总分的13%。 综上，民诉、仲裁部分共70分，占总分600分

的12%。 其中，民诉63分，仲裁7分。 对考点分布的规律进行



一下总结，一共分三点： 第一，按照分值从高到低的顺序，

执行程序考了11分，普通程序考了9分，民事证据与证明8分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7分，仲裁7分，管辖6分，当事人和诉

讼代理人6分，第二审程序5分，简易程序4分，民事裁判2分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2分，诉、期间和送达、审判监督程序

各1分。 第二，传统的重点考点，如管辖、当事人、证据、

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仍占有很大的比重，共占民诉仲裁总分

的49%。 第三，新兴的考点也比较突出，2004年考试执行程

序、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所占的分值增加，这两部分共占民

诉仲裁部分总分值的26%，可见在2004年的辅导当中，突出执

行程序、财产保全等热点问题的策略是正确的。 往年出题有

规律 主持人 ： 刘老师对分值的介绍非常的详细，民事诉讼法

这部分往几年的司法考试的一个命题的特点和趋势以及它的

规律都有哪些？ 刘鹏：我认为应该体现出四个方面，我们来

分析它往年出题的规律和特点，不仅仅是为了总结过去，更

是为了备考将来。 一、体现了三结合的思想。 第一个结合，

是考试题目和司法实践相结合，例如关于起诉条件、诉讼中

止、执行回转等题目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 第二

个结合，是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紧密结合。在不定项选择题里

面一些商法和民法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民事诉讼的问题。这

就需要考生的思维具有跨越性，能力解决实际的问题。 第三

个结合，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紧密结合。2003年、2004年案

例分析题就是典型的代表，这类问题可以出得更难一些，但

是幸运的是2004年案例题的难度不大，这就为认真备考的考

生顺利通过考试创造了条件。 二、考试从来不回避热点问题

。例如简易程序，民事证据等问题，在考题当中大量出现。



这一点，我曾经在去年的辅导当中反复地强调，去年第三卷

第73题和我出的模拟题差不多。 三、考试从来不回避难点问

题。司法考试当中民事诉讼这部分的重点，其实也就是难点

。像合同纠纷的管辖当事人的确定举证人的分配、代位申请

执行。 四、考试当中，不变的是那些大纲当中的基本问题。

比如我经常所强调的当事人、管辖、有关受理问题的主要司

法解释、二审当中对特殊问题的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占了分

值一半左右，我们应该做到了如指掌。 主持人 ： 非常感谢刘

老师对我们进行的仔细分析。大家已经听到了往年的命题趋

势，刘老师可以给我们预测一下今年民事诉讼法这部分出题

的特点或者一些变化的方向吗？ 刘鹏：我觉得今年我们在复

习当中，应该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也跟我

前面所分析的命题趋势是相联系的。同时，也是考试大纲提

出的要求。 一、要注意基本原则、制度、程序的具体内容以

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考试大纲里面明确所提出来的

，考试大纲我们同学手里基本都有，但是重视的程度是不一

样的，很多考生都没有仔细的阅读。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在

去年卷四有一道分析题，考的就是一个纠纷，我们可以通过

哪些不同途径来解决这个纠纷，并且要说明哪一种解决方式

是最好的，并说明你的理由。这道题是25分的一道题，很多

同学答起来觉得比较困难，实际上这就是大纲已经明确告诉

我们，我们要注意各种程序相互之间的纠纷，同样的纠纷我

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解决。比如这道题就有四种方式可以解

决：一是民事诉讼，二是人民调解，三是通过公安机关来予

以解决，四是刑事自诉。这道题的跨越的幅度比较大，对我

们考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我们在复习的时候，不能孤立



的学习各种各样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而是应该把它相互联

系起来进行学习。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 另外，简易程序

和普通程序，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一种转化的关系，我想

这也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 再比如，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

程序联系的区别是什么？比如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问题

，这是我经常所强调的问题。2004年卷三第74题就考了这么

一道题：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

序具有下列哪些共同点？这道题得分率是比较低的，原因就

在于我们平时不注意程序和程序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还比

如说，民事诉讼和仲裁有什么样的关系？同样一个民事纠纷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仲裁？申请了仲裁之后法院能不能受理这

个案件？这是往年案例分析题所经常会遇到的。所以，我说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相互联系的问题，仍然是今年考试的一

个重点。司法考试要想在稳定它的难度的基础上来做到考察

考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从哪儿着手呢？我想这就是其中的

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在辅导当中经常提

到，就是第三人的问题，第三人不仅仅是在诉讼的过程当中

出现，第三人可以在民事诉讼的不同的阶段出现，这就涉及

到不同的制度和程序之间的一个联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

熟悉的就是在当事人制度里面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三方的当事人

，他属于民事诉讼里一个“变态”问题，而不是一个常态的

问题。常态问题是原告和被告、债权人和债务人，这个比较

简单，一旦涉及到第三方，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比如说，在

财产保全这个制度里面，法院可不可以对第三人财产保全采

取保全措施呢？是不可以的。但是能不能冻结债务人对第三



人的债权呢，这个是可以的。这是涉及到第二个第三人。 第

三个我们涉及的第三人，就是债权人代位申请执行的问题，

去年已经考过了。 第四个就是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问题，已

经考过两次了。假如说有这么一道案例分析题，把这四个涉

及到第三方当事人的问题，都把它牵扯进来的话，我想这是

给我们考生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这是不同程序相互转化

的问题。 注意难点的问题 二、注意难点的问题。比如在管辖

制度里面，合同纠纷特别是购销合同纠纷的管辖问题，就比

较复杂了。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分成三步来看： 第一，要

看当事人有没有协议，如果有协议，这个协议又是合法有效

的，我们就适用协议管辖。 第二，加入当事人没有协议或者

协议无效，这个时候就应当适用法定管辖的规则。 第三，我

们适用法定管辖，对于购销合同来说，关键要看它的合同履

行地在哪儿？这个问题也应该分成三步来看，怎么确定购销

合同的履行地。第一步要看当事人在合同当中，有没有明确

的约定履行地或者交货地。第二，如果没有明确的履行地或

交货地，要看实际履行过程当中它变更的履行地或者交货地

。第三步，如果通过以上的方法都无法确定合同履行地，那

么干脆就不用履行地来确定管辖，就用被告居所地来确定管

辖。 比如说当事人关于适格的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倒置

的问题，财产保全的问题，执行程序当中的一些特殊规定，

这些都是难点问题，需要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各个击破。 三、

注意程序法和实体法相结合的问题。司法实践当中的案件，

基本上都是程序法和实体法相结合的问题。过去我们在律师

考试当中，对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视，从最近几年的趋势来看

，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应该做到两点



： 1、在复习实体法的时候，要注意这里面哪些规定涉及到

民事诉讼法的问题。比如说，在合同法里面有债权人代位权

的问题、代位人撤销权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时引发代位权诉

讼、撤销权诉讼如何来确定管辖法院、如何确定当事人的问

题。还比如说，在专利法、商标法里面，它们都涉及到一个

诉讼保全、证据保全的问题，哪些可以有诉前的证据保全，

哪些可以有诉前停止侵权行为的问题，这些同时也是程序法

的问题。 2、我们要做到在复习民事诉讼法的时候，要注意

诉讼法涉及到实体法的规范。比如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

任问题如果不实体法来学习，这个是学不好的。我经常要讲

，学习举证责任首先要与民法当中的合同法、侵权法来结合

起来学习。比如说，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我们把它叫做法

律要件分配说，这个必须与合同法结合起来，才能学明白。

证据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举证责任倒置”，这个举证责任倒

置必须与民法当中的特殊侵权行为相结合起来，才能学得明

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

权诉讼。它的举证责任怎么分配呢？民事诉讼法里面说“由

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这一条

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从民法通则第123条里来的，这个条

文说“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

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样结合起来学习，我们就很清楚了。关于民事证据规定第

四条，要与特殊侵权行为一一对应的学习，这个是程序法和

实体法相结合的问题举了一个例子。 同样，当事人适格的问

题，财产保全的问题，执行程序也都与实体法关系密切。这

是第三点。 注意司法解释规定 四、要注意司法解释当中的重



要规定。大纲里面要求我们熟悉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

当中的重要规定，并懂得实际运用、正确分析具体的案例。

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范，常用的大概有1000条左右，在这些

规范当中，我们要熟悉重要的规定，哪些是重要的规定，实

际上大纲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了，用不着去寻找什么重

点法条。 我告诉大家一个规律，考试大纲当中，民事诉讼这

部分，凡是大纲当中明文写出最高法院什么、什么司法解释

，这些都是属于司法解释当中非常重要的规定。经过整理这

些重要的规定一共有十个方面：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管

辖恒定的有关司法解释。 第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对特殊

地域管辖的适用。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特殊地域管

辖的相关司法解释。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有

关原告与被告地位的确定。 第五，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

释中关于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地位的确定的规定。 第

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地位的

规定。 第七，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当事人举证

责任承担的有关规定。 第八，司法解释对举证时限的规定。 

第九，关于受理问题的主要司法解释。 第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 新大纲只有增加 主持人 ： 可能

现在考生最关注的应该还是今年考试大纲和往年相比，特别

是和去年相比有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增加、减少？考生在现

阶段如何应对考点的变化？这些考点可能会以什么样的题型

反映到今年的试题当中来？ 刘鹏：今年的新大纲，只有增加

没有减少。一共增加了8个内容： 第一，民事纠纷的解决方

式??不同的解决民事纠纷的区别点。我们教材里面，关于民

事纠纷的解决方式给出三种途径：一是调整、二是仲裁、三



是民事诉讼。就这个考点可以出分析题、简析题来考大家。

实际上我刚才已经提到2004年的一道分析题，实际上就是考

纠纷的解决方式，这里我们说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就是纠

纷解决方式的一部分。但是，你会了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那道题你就可以得一半的分。那道题的另外两种方式，一个

是刑事的方式，一个是刑事诉讼的方式。 第二，当事人适

格??当事人适格与新型诉讼。对于当事人适格的问题，我们

要记住，确定当事人适格的标准叫“一个原则和两个例外”

。原则叫做“看这个当事人是否是本案诉讼标的主体”。绝

大部分的民事案件依照这个原则都可以确认当事人。两个例

外，一个例外叫做“根据当事人的意思或者法律的规定，依

法对他人民事法律关系或民事权利享有管理权的人”。例如

破产程序中的清算组，继承法当中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

；民法当中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为保护死者名誉权而起诉

的死者近亲属，侵权致人死亡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死者的近

亲属。这个问题，司法考试以前考过，出的题型是多项选择

题。第二个例外叫做“确认之诉当中对诉讼标的有确认利益

的人”。比如说，请求法院来认定婚姻无效，这个问题考试

没有考过，很有考试的可能性。那么新型诉讼在我们大纲当

中有，但是在我们的教材当中没有。所以，考试当中如果出

题的话，能够出选择题，不会出大题。 第三，普通共同诉

讼??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诉讼的共同诉讼适用。这个要结

合2003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

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若干规定”来执行，我们记住这个诉讼形

式叫“单独诉讼”或者“普通共同诉讼”，不采用集团诉讼

。这个出题也只能出选择题。 第四，民事诉讼证明的标准??



高度盖然性。考选择题。 第五，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适用

简易程序的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这个我在去年辅导

当中就把它作为重点的问题，今年仍然是考试的重点，大家

结合最高法院关于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来学习。 第六，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大家主要注意简易程序

当中应该先行调解的案件，简易程序中调解协议的效力，简

易程序向普通程序的转化这几个问题。 第七，将“仲裁中的

财产保全”改为“仲裁中的保全”，增加了仲裁证据保全的

概念和条件，仲裁证据保全的程序。 第八，在仲裁审理一节

，增加了仲裁审理中的几个特殊问题。1.撤回仲裁申请；2.延

期开庭；3.缺席裁决。 我再总结一下，司法考试对于法条的

考试，它偏重于考例外性的规定，原则性的规定很少考。偏

重于考特殊情况怎么处理，一般情况怎么规定也很少考。还

要注意某一个制度、某一个程序它的适用条件是什么？它的

程序如何运作也比较少的考。考生比较关心关于时间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期间如何记忆的问题。民事诉讼里面考时间是

比较少的，如果涉及也都是常识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用

在这方面花太多的时间。 考试冲刺三步曲 主持人 ： 听说刘

老师去年也在LG400讲述过冲刺三步曲的课程。您去年都是以

什么样的形式讲述的？最后司考过后反映预测和命中的情况

如何？ 刘鹏：我讲三步曲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

基本原理着手。基本原理不是考试的重点，但是对于我们理

解记忆法律条文有很大的帮助。在一些情况下，没有记住这

个法条，但是凭着基本原理可以答对这个问题。民事诉讼的

基本原理，我主要讲的是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平等

原则以及正当程序这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则。 第二，我要精讲



法条和案例。在这里，首先我要讲“法”是怎么来的？就是

立法的背景、立法的过程，这有助于帮助考生来理解法律规

范。二是我要讲“法”是怎么回事，也是重要的法律规范把

它进行精确的分析。比如说民事诉讼法第235条，是一个关于

执行终结的规定。这里有一个第五项，说“作为被执行的公

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

力的，法院裁定执行终结”。对这样一条规范，我会把它分

成五点来让大家掌握，作为执行终结的一个适用的条件。去

年的考试就出了一道关于执行中止还是执行终结的问题，适

用我这五点就可以轻松地作出答案。这说明有一些法条我们

是值得仔细的研读的，有一些法条我们只要凭感觉把它记住

就可以了。这是我讲法是怎么来的？法是怎么回事？法是怎

么用的？分析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帮助大家消化，来适用这

些法律。 在如何讲述里面第三大点，我要给大家分析一下答

题的技巧，特别是卷四，简析题、论述题、分析题如何回答

的问题，给大家总结了一些规律。比如说简析题，很多同学

丢分，我给大家总结了三点： 第一，回答要准确、简洁、直

接。比如说是甲区法院还是乙区法院管辖执行，你只要回答

简洁就可以了。 第二，问你为什么的时候，再回答理由，不

问不答。比如说2004年卷四第一题是一道民法的问题，其中

第一、二、四、五、六都问了，为什么？所以你要回答理由

，而第三问没有问到理由，你不必回答。 第三，回答理由时

尽量用一句话表达，不使用“三段论”，更不用复杂的推理

。 主持人 ： 最后这一阶段民诉的复习，刘老师对考生有一个

什么样子的建议？ 刘鹏：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要在战略上

藐视这个考试，在战术上要重视这个考试。 第二，要注意稳



、准、狠。所谓“稳”就是要注意方法；所谓“准”就是不

要钻牛角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没有明确规定的，我们不需

要看；所谓“狠”，就是凡是重要的考点都坚决的把它拿下

。 第三，考试复习很紧张，大家都非常的积极、非常的热心

，要防止过度疲劳，要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复习要

抓紧，同时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结合案例来适用 网

友：有没有好的辅导书可以推荐一下？ 刘鹏：对于辅导书有

必须读的，也有可读、可不读的。必须读的辅导书就是历年

真题的解析，其他都属于可读、可不读的。 网友：怎么才不

会与其他两部诉讼法相混淆？ 刘鹏：实际上，民事诉讼法和

民商法的联系更为紧密。我们在复习的时候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民诉法要与实体法结合起来学习。这是一个主要的方

法，这样结合起来学习，自然与其他两个诉讼法也就不会混

淆了。第二，对于一些三大诉讼法都共有的制度、程序，我

们要尽量的做到把它进行区分。比如说回避制度，这在刑事

诉讼和民事诉讼里面谁有权来作出回避的决定，这个规定是

不一样的。 网友：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记住那么多的法条？ 

刘鹏：实际上刚才我已经说到了，我再进行辅导的时候，首

先要你知道这个法是怎么来的？然后带你研读这个法，把它

进行分解。最后再结合案例如何来适用。通过这三个步骤，

应该说这个法律规范就把它记住了。 网友：做案例题有必要

吗？ 刘鹏：如果这个题质量非常好做起来是有必要的。 主持

人 ： 非常感谢刘老师对广大考生带来这么多的资讯和精确的

分析和预测，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到来。再见。 刘鹏：谢谢各

位朋友。再见。 主持人 ： 今天第三场到此结束。让我们共同

期待明天第四场的系列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LG400命题研究



组的另一位核心成员杨帆老师，他主要给广大考生带来的是

关于法理和法制史方面的分析与预测，时间和地点跟以前一

样。明天再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