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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位置很重要，在2002年的国家司法

考试中占45分。就民诉法的复习而言，应当注重实用性、操

作性，检、法、司的诉讼活动均是以民诉法为基本的操作程

序。 2002年的国家司法考试中，增加了对理论问题的考查，

除《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外，还

考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对民诉法的

重要考点、重点法条的考查仍然集中在管辖、当事人、审判

程序以及执行程序上。 民事诉讼法和仲裁制度在2003年国家

司法考试大纲、辅导用书、法律法规汇编中没有新的变化，

复习中还是以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仲裁法为主，今年国家司法考试与

民诉法相关的司法解释共有16个。 民事诉讼法和仲裁制度复

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对程序法的复习与掌握应该紧紧围绕实

体法。以往对程序法的考查都是围绕着实体法上的案例进行

考查的。只有把民事实体法知识掌握好，才可能对民诉法的

制度和程序规定很好地把握和运用。从民诉法和与之相关

的16个司法解释来看，其所涉及到的主要的法律部门有：民

法、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知识产权法、担保

法等。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结

合《民法通则》对特别侵权行为的规定条款(第121条、第122



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5条、第126条、第127条、第133

条)、侵权行为的规则来学习、掌握和运用。 熟悉、记忆民诉

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意见是同等重要的。在复习民诉法当

中，尤其是熟悉、记忆民诉法条文时，不要完整地看一遍诉

讼法，再回过头看一遍最高人民法院的适用意见。而应该将

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融入《民事诉讼法

》的条文中进行学习。从历年的律师资格考试和去年国家司

法考试的题目来看，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意

见的考查要多于对《民事诉讼法》的考查。最高人民法院相

关司法解释的操作性强于《民事诉讼法》法律条文，这一点

考生在复习中要时刻注意。 复习民诉法要注意和其他诉讼法

的横向联系和比较。就三大程序法而言，有许多共同之处，

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证据的理论分类、法律规定种类

就很容易制作成客观多选题，强制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

适用阶段在三大程序法中也极易混淆。这种比较的记忆比单

纯的记忆难度要大些，可一旦记住了它们的区别在考试中就

容易拿分，而单纯的、无比较的记忆是轻松的，在考试中也

容易稀里糊涂地丢分，现在的客观题考查单一性、不具有比

较性的内容越来越少。 对理论问题要给予适当的重视。

在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中，对民诉法的基本理论问题给予了

足够的重视。理论问题比较多地集中在证据的基本概念和种

类、诉讼标的、诉和诉权、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等方面。理论

知识的考核是三大程序法在司法考试中共同的发展趋势。但

总的来说，民诉法整体的考核尚停留在法条层面的实用、操

作的考核。这就要求考生要记忆法条和相关司法解释。 民事

诉讼法和仲裁制度的联系与区别 备考过程中，对民诉和仲裁



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别一定要把握好，千万不要造

成混淆。类似的民诉和仲裁衔接、并存的题目在以往的律考

中早已出现过，考生一定要特别注意。如：判决与裁定、诉

讼终结与诉讼中止以及延期审理、开庭审理和公开审判、仲

裁裁决的撤销与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一裁终结与诉讼的上

诉制度等。 民事诉讼制度、仲裁制度中关于适用的条件、范

围以及适用后的法律后果也往往是考试所涉及的内容之一，

对这部分内容也应当特别注意。比如：证据保全、财产保全

、先予执行、支付令、支付令的申请与效力、简易程序、不

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再审程序、仲裁裁决的撤

销、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等等。 民事诉讼法复习中的重点

和难点 从历年的律师资格考试和去年的国家司法考试试题来

看，考查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管辖、当事人、第一审程序、第

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执行程序等。程序制度部分考

核时试题难度低，一般的试题水平停留在司法审判机关依法

对程序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层面(法条)。而管辖、当事人的规

定是民诉法考查中的难点，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管辖的规定就有37条之多，而对诉讼

参加人(含当事人)的规定也达到31条。管辖的确认和当事人

主体资格的确认成为民诉法考查中试题的难点，仅就管辖中

一审诉讼“原告就被告这一基本原则和原告就被告之例外情

况”的变化情形就有许多种。在对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

这些内容的考查中，侧重于考查在分清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

上对相关民事诉讼法问题的掌握、运用和实际操作。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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