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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万名考生的急切期盼中开始，又匆匆在众多考生的叹息

声中结束，就如网上有评论说：今年的考试犹如变脸大师在

表演变脸绝技，让人还来不及反应过来，也未看清这场考试

的真实面目就谢幕了，好多人一下子回不过神来，更让人感

觉司法资格考试有些高深莫测。总之，一句话，难，甚至怪

是今年考生的普遍感受。 反观今年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中民事

诉讼法与仲裁法部分的试题，虽然也有一定的难度，然而，

就总体而言还是体现了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考查的知识点

基本未变。就今年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中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

部分所涉及的考查知识点来看，基本上与以往考查的知识点

没有太大变化，主要围绕本学科中的重点知识进行考查。民

事诉讼法中如管辖制度中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与专

属管辖的确定，协议管辖的条件；当事人制度中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非实体当事人的运用；证据制度中证据种类的运用

、证明责任的分配；审判程序中仍然主要集中于法院如何处

理诉讼案件的审判程序，即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与审判监督

程序；执行程序中的执行管辖、执行措施等。仲裁制度中仍

然主要集中于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关系、仲裁协议的效力及其

判断、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仲裁和解、司法监督后当事

人的权利等学科中的重点问题。 第二、考试分值相对稳定并

注重对司法解释内容的考查。就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中民事诉

讼法与仲裁法部分所涉及的分值来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



择题、不定项选择题与传统问答式案例分析题的分值基本上

维持在75分左右，今年是71分。不过，因今年第四卷第七道

分析题(25分)中至少第一问完全是一道民事诉讼法的试题，

因此，今年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总分值为80分以上，约占

国家司法资格考试总分数的七分之一，足见民事诉讼法与仲

裁法在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中所占地位的重要。不过，就考查

的具体内容来看，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部分的考查基本上还

是针对法条内容的考查，尤其是重点司法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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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等。 第

三、考查内容的理论性增强。虽然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中民事

诉讼法与仲裁法部分的考查主要集中于法律规定的考查，然

而与以往大多主要直接考查某一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不同，

今年明显侧重于以某一知识点为基点，综合性考查若干法律

条文的规定，如单项选择题第36题以管辖的适用这一知识点

为基点，既考查了督促程序这一非讼程序的管辖适用，又考

查了涉外不动产管辖这一既涉及涉外问题又涉及不动产问题

的法定管辖的适用，还考查了级别管辖与协议管辖的适用。

这一变化充分说明今年的国家司法资格考试试题明显增加了

对学科基本理论知识点及其理论深度的考查，这就要求考生

不仅需要熟悉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具体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熟悉法条的基础上理解法律条文背后所蕴涵的法理，当然

，这也就意味着背背法条即可通过资格考试的时代已经结束

。 第四、考试题型有所变化，增加了考试的难度。与以往司



法资格考试的试题相比较，今年在民事诉讼法部分的一个较

大变化即增加了分析题的考试，这使得考试的难度有所增加

，但同时也反映出司法资格考试越来越贴近社会实践。众所

周知，法律是社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律来源于生活，运

用于生活，如第四卷第七题分析题所涉及的从超市搜查顾客

背包事件探讨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就是近年来社会与司法实

践部门所广泛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虽然该题以分析题的形

式考查大家对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掌握与运用，具有一定的

难度；然而，该分析题的第一问实际上还是关于民事诉讼中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问题的考查，如人民法院判决的内容不

得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举证责任的分配，当事人申

请再审的法定事由等基本理论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实际上均

体现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即当事人的私权处分问题。可

见，该问题实质上是以难度较深的新题型考查传统重点知识

点。至于第二问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官自由裁量权、精神

损害赔偿、企业安保措施等方面选择其一进行分析论述则可

以综合考查考生的法学理论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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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