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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AF_89_E8_c67_492646.htm 民事诉讼法在历年司

法考试中所占权重较大，素有“司考分仓”之名，在2007年

考试中，单项选择题18分，多项选择题22分，不定项选择题8

分，分析题20分。基于其重要地位，笔者拟从考查理念、试

题格局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构。 考查理念篇 1.由来只有新人

笑。因为每年的司法考试大纲都会随着立法与司法状况的发

展而进行一定的修订，所以每年大纲当中都会出现一些新的

考点与新增法规，而这些考点与法规在当年的考试中必然得

到体现，这已成为司法考试的命题规律。2007年司考大纲在

“诉讼费用”一章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并在证据部分对考点

进行了增加，同时增加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解释”，

“关于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和“仲裁法解释”四个法律法规。对比2007年试题，我们

可以发现：卷三第39题（民事诉讼费用的交纳）、第43题（

必要共同诉讼一方部分当事人上诉的处理）、第48题（对仲

裁协议效力的异议期限）、第81题（民诉证据的分类）、

第89题（合同债权债务转让时仲裁协议对受让人的效力）恰

恰是对这些方面的考查，所以，对新增考点与法规的准确把

握，是司考拿分的一条捷径。 2.是真名士自风流。衡量一个

考生对民事诉讼法的学习状况主要是看其对这门学科核心内

容（基本制度和基本程序）的把握，所以民事诉讼法的传统

考点不外乎主管与管辖、当事人与代理人、证据与证明、普

通程序等内容。在历年考试中的地位可谓风雨不动安如山，



所以在复习过程中要做到喜新不厌旧，对重点问题需重点把

握。 3.往返于现实与规范之间。法学是一个实用学科，法律

在适用中才能充分地体现价值，从2007年的司考试题来看，

三分之二的试题采用了事例的方式进行表述。以现实生活当

中的事例来检测学生对理论的把握，知识考查与应用能力考

查相结合的命题思路，将成为司法考试以后的命题主流思想

。同时，针对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考生也要投以适当的关注

，如今年的第43题，则是来自于在社会当中的真实事例。 试

卷格局篇 1.传统考点重者恒重。以下民事诉讼法传统考点仍

然出现在今年司考中：主管与管辖（第41题、第80题），当

事人与代理人（第37题、第43题、第86题、第87题、第97题、

第98题），证据与证明（第32题、第45题、第80题、第81题）

，普通程序（第38题，卷四第6题），这些内容约占20余分，

占了民诉部分总分值的近1／4.我们不难发现，基本知识依然

是考试的重点内容。由此可以得知：司法考试民诉部分求新

求变是大势所趋，但是有一个指导思想始终贯穿其中，那就

是稳中求变。 2.昙花一现的简易程序。随着2003年“简易程

序规定”的出台，2004年的司法考试曾经以较大的分值予以

考查（当然，这也符合前面所讲到的司法考试的命题规律）

，但毕竟是扶不起的阿斗，浮华过后由2分到1分再到2007年

仅充担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以笔者看来，其能否再次勃兴则

完全依赖于是否有新的相关法规列入考试范围。 3.破产程序

蒙主恩招。随着2006年破产法的公布，民事诉讼法当中的破

产程序在经历十余年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一部分

的内容也已经被移到商法的相关章节之下，在今后司考中的

民事诉讼法，此部分内容应该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4.执行



程序一朵昨日的黄花。2005年是执行程序风华正茂的一年，

仅客观题就占9分，2006年则盛极而衰，只剩4分，2007年进一

步恶化，仅在第42题（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占1分，当然，

这一现象是不正常的。从其所占该学科的比例和重要性来看

，其正常的赋分比例应该为总分值的10％即6分左右。 5.游离

在民诉与国际私法之间的涉外程序。涉外诉讼由于其涉外性

，与国际私法关系密切。在命题上，其双栖性往往把自己推

到尴尬的处境。由于国际私法命题点较少，这部分内容往往

处在强势地位。同时，由于民诉部分命题的可选择点较多，

这部分内容又成鸡肋，今年即属于这种情况，只在第36题（

涉外民事诉讼）有1分的表现。 6.后来者居上调解制度闪亮登

场。对司考而言，吐故纳新是一个必然过程，随着一些传统

考点的淡出司考舞台，一些新生力量便粉墨登场。其中，调

解制度最具代表性。第47题（由案外人担保的调解协议的生

效）、第83题（调解协议的范围）、第84题（被执行人到期

债权的执行）等在卷三共占5分，在卷四还有2分至3分“私有

财产”有所涉及。可堪称2007年司考民诉部分的“暴发户”

。这一趋势在2006年的考试便初见端倪，当年试卷第46题、

第86题亦是对该制度的考查。所以，有的老师主张研习历年

考题，也许是做未来真题，此言不虚。 7.你方唱罢我登场独

立考点的轮流坐庄。就独立考点而言，用“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来形容，可以说是甚为妥切。期间、送

达、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强制措施、民事判决、特别程序

、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在历年的考试中虽然

不是一个都不能少，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态势确已形成。

第34题（支付令的送达、效力和异议），第44题（一方下落



不明的离婚诉讼），第46题（公示催告程序经过后利害关系

人的救济），第82题（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公告）

与2006年的试题分配格局相比便有很大的不同，针对这些“

散兵游勇”，考生要想“一网打尽”颇需费些气力。这也是

民诉部分得分容易但是要拿高分并不轻松的主要原因所在。

8.偏安一隅的仲裁制度。基于新的“仲裁法解释”出台并纳

入考试大纲，考前有一些老师认为仲裁制度的异军突起应属

必然，但最终仅通过第48题（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异议期限）

、第49题（不予执行仲裁协议的情形）、第50题（仲裁员回

避的法律后果）、第89题（合同债权债务转让时仲裁协议对

受让人的效力）、第90题仲裁协议的效力总计5题（共7分）

来考查只能算是差强人意。仲裁制度的安于现状主要是由于

其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所决定的，赋分格局不会被轻易打破

，仲裁制度维持在总分值八分之一的比例应为常态。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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