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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郑其斌 北京万国学校 民事诉讼法，作为一个部门

法，在司法考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每年的分值都在卷面总

分值的1/8左右。 与其他具有同样分值的部门法相比，民事诉

讼法的内容是较少的，而且由于民事诉讼法在司法考试中并

不要求很强的理论性，因此民事诉讼法取得高分应当是较为

容易的。因此我们认为学好民事诉讼法对于司法考试是一个

比较可行的捷径，把握住民事诉讼法的分值对于通过司法考

试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事诉讼法作为一门程序法，她规定了

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民事案件中的行为方式、权利义务，是

一套完整的有始有终的办事规程，有很强的体系性，或者说

程序性，应当说比较容易把握；但是也正是因为其这一特点

，也决定了其知识点较为琐碎，甚至有些知识点并无太多法

理可言，就是一种习惯，一种通行的惯例，并无道理，而这

些知识点正是司法考试命题所关注的考点。因此给我们的学

习和掌握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我们必须针对民事诉讼法本身

的特性和司法考试的特点，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结

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特征，我们主张在司法考试的复习中，

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理论建构体系：民事诉讼法

规定了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为方式，在每一

个诉讼阶段，人民法院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十分烦杂的，

因为作为一个程序性的规定，她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在诉讼程

序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对此作出规定。很难想象，没有一



个体系，这些细节的规定如何才能连贯起来。因此建构一个

完整的诉讼法体系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对于一部法律

的内部体系结构的把握，必须借助法学理论才能完成。因此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需要完成的第一步是解决法理学和民事

诉讼法学理论建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体系结构。例如，民事

诉讼是一种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因此民事诉讼法是围绕着法

院在双方当事人的参加之下解决当事人的纠纷这一基本目的

进行的。而法院解决纠纷的模式就是通过审判，为了保证审

判的正确和当事人可以得到救济，我国设计了二审终审制度

，并设立了再审这一基本上算是“有错必究”的制度。并根

据当事人履行法院裁决结果的情况，设计了强制执行程序，

以最终的国家强制力保证了法院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其实民

事诉讼法中的法院除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以外，还可以

通过特定的程序确认某些与民事权利密切相关的事实或法律

关系的存在（真实）与否，这就是特别程序和三大非讼程序

。这只是一个宏观的描述，考生可以借助对于民事诉讼法学

的理论知识对民事诉讼法的微观的结构作出梳理。如果自身

的理论素养不够，考生可以借助有关书籍或课程讲授来完成

这一工作。 体系链接法条：体系对于司法考试的命题来讲，

并不是直接起作用的。对于司法考试的试题，她所直接考查

的是法条的规定，而不是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在把握体系的

基础之上，要将民事诉讼法的所有法条附着于这个体系之上

，由理论体系链接出所有的民事诉讼法的法条条文，当然在

司法考试中我们可以只关注司法考试所要考及的法条。这些

条文可以是贯穿于体系的整体（如关于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的规定），也可以是关于体系中的若干节点（如起诉、二审



的裁决等），而且更多是与这些节点直接相关。这些节点已

经比整个体系更接近司法考试的命题。要注意，体系不是司

法考试的直接考查对象，并不是标明体系在司法考试中是不

重要的。通过体系将这些法条链接出来，以准确理解这些法

条的地位和含义，弄清法条与法条之间的关系，也便于我们

掌握这些法条。同时要注意，链接法条的时候，要注意将司

法解释中的相关法条提炼出来，以全面地把握相关的知识点

。如二审的判决，她直接链接出来的法条是《民事诉讼法》

第153条，而与此相关的司法解释包括《民诉解释》第181

－187条（限于篇幅，不再介绍这些法条之间的理解关系）。 

法条源于理论：我们谈到，法条是司法考试的命题所直接关

注的，而法条是琐碎而繁多的，要独立地去理解和记忆法条

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可能错误理解法条，可能是不能准确记

忆，而这些都是司法考试的大忌。尤其是司法考试中对于诉

讼法的命题，经常考查一些细节的规定，因此要求考生必须

准确理解和记忆每一个司法考试中的重点法条。要达到这个

要求，首先必须坚持体系的重要性，通过体系准确把握法条

；其次要根据理论来理解记忆法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法

条的规定都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都是来源于学术界对于

诉讼法学理论的研究的，因此如果我们理解了法条背后的理

论那对于我们理解和记忆法条的规定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

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实质

条件，一共规定了四项（这在2004年司法考试中被直接考及

），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实质条件，有一点不同。如何来准

确理解和记忆这个规定呢？对此，首先，我们了解到我国在

《民事诉讼法》立法当时直至现在，仍然存在一种“重实体



轻程序”的理论倾向，没有能够正确认识到程序的独立价值

，所以实体和程序在错误的纠正程序中地位是不同的，实体

错误（实体包括了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当然应当重审，而

程序错误则不一定，无伤大雅的则“得过且过”了，所以只

有在违反程序造成严重后果，或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才可

以抗诉或申请再审。所以四项条件就是：证据不足（事实问

题）；适用法律错误（法律问题）；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

响实体正确；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而检察院抗

诉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实质条件的区别在于当事人申请再审

多一项条件：“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而根据实际情况和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检察院是不可能

有所谓的“新的证据”的。因此对于这几个法条，我们就可

以准确高效地记住了，掌握到这个层次，足以应当司法考试

的任何形式的命题。当然有些法条就并不是严格的理论推演

的结果，而是惯例或多种因素权衡的结果，如有关期限的规

定，为什么是六个月，而不是五个月；为什么这个是七日，

那个是十日；诸如此类的规定，只是一种惯例，因此对于这

样的规定，只能多次熟悉记在心中了。 这些基本原则可以说

是我们复习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思路，而我们的学习必须直接

面对司法考试的命题。在坚持以上的基本原则的指引之下，

我们在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中的复习过程中，还必须针

对命题紧紧把握“三结合”： 第一，理论与法条的结合，以

法条为归宿。如上所述，法条来源于理论，要准确理解高效

记忆法条，必须要有理论作为基础和支撑，必须将理论和法

条有机结合起来。司法考试会考一些理论知识点，但是很少

，即使这样，有限的涉及理论的知识点也是跟法条紧密结合



在一起考察的，因此我们在复习过程中要重视理论，要重视

理论和法条的结合，但是更要注意法条才是司法考试重点关

注的对象，必须以法条作为复习的最终归宿。 第二，体系与

知识点的结合，以知识点为归宿。体系是为了理解和把握知

识点，零散的知识点不容易记忆，而将知识点附着于体系及

其结点之上，可以将知识点体系化，能更好地把握知识点。

而且司法考试的趋于体系化，也使我们认识到体系的重要性

。但是体系毕竟是为知识点服务的，司法考试重点关注的是

知识点，而不是体系，尤其是宏观的体系，因此我们的复习

和记忆的重点仍然是知识点。 第三，生活常识与严肃案例的

结合，以严肃案例为归宿。法律来源于生活，法律是现实生

活的反映。因此大多数法律条文都是可以用生活常识来理解

的，我们应当在学习法条的过程中密切关注我们的生活，用

生活中的语言来解释法律，会使法律更为风趣，也更易让人

理解。因此注重生活也是学好法律的关键，不要把法律无谓

地“神圣化”。但是司法考试的命题毕竟是严肃的案例，与

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我们在日常学

习中也应当注意与严肃案例的结合，而这个结合的方式可以

是做题，做题可以让我们将法条应用到案例中去，有助于我

们的学习。 在把握民事诉讼法自身的特点，领会司法考试的

命题规律的基础之上，根据我们所提供的基本思路，并在复

习中坚持“三结合”，我们一定能将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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