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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F_B8_c36_52097.htm 2006年司法考试终于落下帏幕，在

考生“指责”某些部门法考点冷僻的时候，我们应当感谢民

事诉讼法（含仲裁法，下同）的命题者。这么多年来，民事

诉讼法的命题从来没有偏题、冷题，2006年司法考试的民事

诉讼法命题同样也不例外。我们认为，这正是司法考试命题

应当遵循的原则。只有以常规考点考查考生的法学知识水平

，才能达到选拔合格法律职业 人才的目的。针对2006年司法

考试的民事诉讼法的命题，可以以“分值稳定、考点常规、

综合考查”来概括。 2006年 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的总分值

为72分。从题型的角度看，单选题共16题（共16分），多项

选择题15题（共30分），不定项选择题4题（共8分），案例

分析题1题（18分）。从考点分布来看，在各个重点制度之间

，考点分布较为均匀，总计涉及考点约60个。在选择题部分

（由于多处涉及一题考查多个考点，分值统计可能重复），

基本理论部分约4分，基本制度约5分，管辖部分约5分，当事

人部分约2分，证据部分约5分，诉讼保障制度约6分，调解部

分约3分，一审程序约3分，简易程序1分，二审程序约6分，

再审程序约3分，特别程序约1分，非讼程序6分，执行程序4

分，仲裁法部分约11分；在案例分析题的18分中，涉及的考

点较多，包括了不告不理、一事不再理等基本理论，证据的

基本概念，先予执行的适用，诉讼中止，诉讼中增加诉讼请

求，二审当事人的排列，二审的审查方式、二审对一审遗漏

诉讼请求的处理，侵害名誉权的执行措施及强制措施。 从以



上对于分值分布的统计和分析来看，民事诉讼法的命题仍然

遵循了分值稳定、重点突出的原则，只是个别常考考点分值

略为淡化，如当事人制度、简易程序；而二审程序则在几年

的沉寂后显出其在程序论部分的霸主地位（这正是其本色之

体现），不仅选择题部分达到6分，在案例分析题部分也涉及

到二审程序的三个考点；仲裁法部分再次凸现其重要地位达

到了11分。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绝大多数考点均是民事诉讼

法的常规考点，也是各位考生复习司法考试应当掌握的知识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知识点在万国的课堂上已经被一

网打尽。 然而，考点的常规丝毫不意味着命题的简单。相反

，2006年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的命题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加

大了考查的难度。考查难度加大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命题的综

合性，即一个题虽然只有1分或2分，但是考查的点却可能达

到4个之多。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秉承2005年司法考试的命题

特点，比较题、总结题较多。如35题、89题要求比较诉讼与

仲裁、二审与再审；而37题、76题、77题、84题、90题、97题

则分别要求总结审判组织的组成、公示催告程序的特点、可

复议的事项、诉讼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事项、诉讼中法院的

职权事项、仲裁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事项等，而且各个选项

之间相互独立。要想做对这些试题确实要颇费周折，尤其是

作为多选题和不定项选题出现的时候，考生只要对四个选项

中一个选项不能确认，则该题的2分就可能打水漂了。当然，

我们必须注意到，综合性的加强是司法考试命题的必然走向

。这是我们在辅导过程中多次强调的，也是要求考生在复习

和考试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考查难度加大的第二个表现

就是命题的理论性的加强，往年一般民事诉讼法的理论性试



题只有1-2道，但今年达到了4道，如35题B选项，命题者并不

去说“不告不理”原则，而是说当事人是否有权确定法院（

仲裁机构）审理和判决的范围，41题考查诉的几个基本概念

，47题考查间接证据的概念，88题提到“当事人适格”这个

纯理论性的概念。当然囿于民事诉讼法自身的特点，这些理

论题只是非常浅显地考查了这几个概念而已。因此，对于以

后的司法考试复习来讲，综合性的考查方式是我们应当着力

采取措施应对的重点。另外，司法考试不回避热点的这个特

点再次展现，88题的原型其实是2005年底 北京大学贺卫方等

人因松花江污染案件起诉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事件。

这也提醒我们，在复习司法考试中，要学会用基本知识分析

社会热点案件。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是，2006年司法考试的命

题本身也有个别试题值得商榷，如第40题，本题涉及房屋买

卖合同是否属于专属管辖中的“不动产纠纷”，对于这个问

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法院也有不同的做法；与此类似的试

题如2004年卷四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属于不动产纠纷

，该题当年就引起很大争议（当然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实

施，基本将该案界定为合同纠纷，而不适用于专属管辖）。

第50题中涉及的在二审中当事人和解以后如何处理，该题在

题干表述和选项设置上有玩弄文字游戏之嫌。第49题也存在

着一定的争议。 当然，暇不掩瑜，2006年司法考试民事诉讼

法命题从总体上看来仍然是值得称赞的，它能够考查我们考

生的真正水平。更重要的是，对于准备参加2007年司法考试

的应考者来讲，这次的试题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复习民事诉讼

法的思路：体系性地把握永恒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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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