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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F_B8_c36_53869.htm 民事诉讼法作为三大基本程序法

之一，在司法资格考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与民法、

刑法、刑诉等成为每年司法资格考试的分值大户。从历年司

法考试的分值来看，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占到13%-15%左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单独一部《仲裁法》(才80个条文)在司

法考试的地位是相当突出的，每年都占2%-3%左右，特别

是2003年达到3.5%，考了20多分，因此，仲裁法不愧为一部

在所有司法考试指定法律法规中考分“性价比”很高的法规

。预计在2006年司法考试中，仲裁制度的分值将会稳定在20

分左右，考生在复习时务必引起重视。 民事诉讼法虽然内容

庞杂、涉及到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也较多，但是综观以往

考试所涉及到的内容，对民事诉讼法知识的考查重点较为突

出，“20/80法则”永远管用。预计2006年其考点主要集中在

管辖(级别、地域、协议、专属管辖等，可算民事诉讼法第一

大户)；各个诉讼参与人的地位确定；财产保全、先予执行；

证据分类、举证责任负担；起诉与受理；一审程序(含简易程

序特别规定)；上诉及二审程序；再审程序；调解；执行程序

；涉外诉讼程序；民事诉讼与仲裁制度的关系。而其他相关

程序以及制度，每年仅以极少量的分值考查部分知识点。值

得考生注意的是，在法条型考题中“细节决定成败”，注重

对司法解释内容的考查，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仲裁法虽然其内容较为简

单，法律条文也较少，但是一般考生对仲裁法较为陌生，无

形之中也增加了考试的难度。上面已经分析，仲裁法是司法

考试中的一部大法。从题型看，本法选择题与案例分析题并

重，注重考察考生灵活适用法条的能力。但案例分析题一般

会与民事诉讼法结合命题。从往年的司法考试看，仲裁法的

考点也比较集中，主要有：仲裁与诉讼的关系、仲裁协议、

仲裁组织、财产及证据保全、仲裁程序、仲裁监督。在2006

年的司法考试中，考生对这些考点要给予足够重视。 结合历

年司法资格考试的命题规律与特点，估计2006年司法考试中

民事诉讼与仲裁制度部分的命题趋势将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

特点：(1)反映命题者偏好，理论性逐渐增强。考题理论性加

强不仅与当前我国法律建设日益完善、司法考试水平日益提

高有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命题专家的身份。从近两三年

司法考试拼题组专家名单看，拼题专家90%以上是来自各大

法律高等院校的教授、博导，这些专家大都理论素养很强，

在出题时不自觉地将这一特点反映出来。因此，考生在熟悉

法条的基础上，需要了解与掌握法律条文背后所蕴涵的法理

。不过，民事诉讼法的理论问题在司法考试中是有规律可循

的，估计2006年司法考试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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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务必

掌握。(2)试题的综合性与灵活性增强。民事诉讼法的选择题

的情节一般都很长，大多以实例的形式出现，而不是过去的

照搬法条，反映出《民事诉讼法》出题形式的成熟和灵活，

同时也加大了考试的难度。另外，考题将不会只针对单一知



识点出题，而是针对较多知识点出综合性问题，要求考生在

熟悉法条规定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切忌死记硬背。(3)命题将

紧跟当前司法界的热点问题。结合今年司法界的动态与前沿

，2006年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的热点问题有四：证据问题(

如偷拍偷录)、简易程序问题、人民调解、人民陪审员制度。 

为了便于考生更加有针对性地复习备考，现将2006年民事诉

讼法与仲裁制度的预测考点列举如下： 一、民事诉讼法部分

1、常考的几个理论问题：民事法律关系(关联考点：民事诉

讼法律行为)，民事诉讼法的效力问题、诉讼标的、诉的种类

。 2、基本原则与制度：处分原则、辩论原则、检察监督原

则、处分原则；合议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回避制度、公开

审判制度。 3、主管与管辖：民事诉讼与劳动仲裁；中级人

民法院的管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的管辖；特殊地域管辖(

合同纠纷、侵权纠纷、运输纠纷)；协议管辖、裁定管辖、专

属管辖、共同管辖、管辖权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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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