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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5_B8_B8_E8_c26_645552.htm 民事诉讼法是公务员

考试、事业单位考试、大学生村官考试、招警考试、三支一

扶考试、选调生考试等公职考试中的法律常识的考查知识点

之一，在本文归纳总结了民事诉讼法知识的考查要点供考生

复习参考。 一、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一）民事诉讼的概

念 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

事案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

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 （二）民事诉讼的特点 1．民

事诉讼的主体是由法院、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检察

院构成。其中，法院和当事人是基本的民事诉讼主体，缺少

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构不成民事诉讼； 2．民事诉讼依靠国家

强制力来解决民事纠纷； 3．民事诉讼解决的争议是有关民

事权利义务的争议； 4．民事诉讼的进行应依照严格的诉讼

程序和诉讼制度。 二、回避制度 （一）回避制度的含义 在民

事诉讼法上，回避是指审判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如果与案

件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即应退出案件审理的制度。 回避制度

设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审理。 （二）回避制

度的适用人员 回避制度适用于案件的审判人员以及其他代行

某种审判职能的人员。具体来说，按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回避适用于下列人员：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

定人、勘验人。 （三）适用回避的条件 1．审判人员或上述

其他人员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 2

．审判人员或上述其他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



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 3．审判人员或上述其他人员与本

案有利害关系。 三、公开审判制度 （一）公开审判的含义 公

开审判是指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依法不应公开或可不予公

开的案件外，都应公开进行。 （二）公开审判制度的内容 1

．除依法不应公开或可不予公开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审理民

事案件都应向社会公开，包括审判过程的公开和审判结果的

公开。 2．审判不仅应当向当事人公开，而且应当向社会公

众包括媒体公开。法院应当在开庭之前将案件的审理日期予

以公告。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社会公众可以径行旁听，有

关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和评判。 3．对于不予公开审理的案件

，法院也应当将判决结果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 4．法院应

当在判决书中，将判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公开。 （三）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1．下列案件不得公开审理： （1）涉及国

家机密的案件。 （2）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 （3）法律另有

规定不得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不得公开审理。 2．下列案

件，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不公开审理；当事人未申

请不公开的，法院仍应公开审理： （1）离婚案件。 （2）涉

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仍应公开

宣告判决。 四、审判组织 审判组织是指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

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组织机构，它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

职能的组织保障。 （一）审判组织的形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两种审判组织形式，即独任制法庭和

合议制法庭。所谓独任制，即由一名审判员代表法院行使审

判权的审判组织形式。所谓合议制，是由三名以上审判人员

组成审判庭，集体代表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审判组织形式。 （

二）独任制法庭的适用范围 1．适用案件范围。独任制法庭



只适用于简单的民事案件和一般的非讼案件。 2．适用法院

范围。独任制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中级

以上人民法院，无论是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还是审理第二审

民事案件，均不得采取独任制法庭的审判组织形式。 此外，

独任制法庭的独任审判人员只能由人民法院的专职审判人员

担任，陪审员不能担任审判人员。 （三）合议制法庭的适用

范围 合议制法庭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基本的审判

组织形式。除适用独任制法庭审理的案件外，民事案件都适

用合议制法庭审理。 五、管辖概述 （一）管辖的概念 民事诉

讼中的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

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二）管辖的分类 1．

依法律直接规定还是人民法院裁定确定为标准，可以将管辖

区分为法定管辖和裁定管辖。 2．依是否由法律强制规定，

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变更为标准，可将管辖区分为专属管辖和

协议管辖。 3． 以诉讼关系为标准，可将管辖分为共同管辖

和合并管辖。共同管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法院对同一案件

都具有管辖权。合并管辖，又称牵连管辖，是指对某个案件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与该案有牵连的其他案件

。 六、级别管辖 （一）级别管辖的概念 级别管辖，是指按照

一定的标准，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

的分工和权限。 （二）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1．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

外。”除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外，所有第一审民事案件均由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19条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民

事案件有三类： （1）重大的涉外案件。 （2）在本辖区有重

大影响的案件。 （3）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

辖的案件。目前这类案件主要有：海事、海商案件；专利纠

纷案件；重大的涉港、澳、台民事案件；诉讼标的金额较大

的案件。 3．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20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民事

案件。 4．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2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有两类：

一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二是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

案件。 七、地域管辖 （一）地域管辖的含义 地域管辖，是指

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各自的区域内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

工和权限。 （二）一般地域管辖 1．一般地域管辖的概念。

一般地域管辖，是指以当事人的所在地方与人民法院的隶属

关系来确定诉讼管辖，即当事人在哪个法院辖区，案件就由

哪个法院管辖。 2．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一般地域管辖的原

则。《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

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

告就被告”的原则。 3．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一般地域管辖

原则的例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下列四类

案件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

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1）对不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2）

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3）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诉讼； （4）对被监禁的人提



起的诉讼。 （三）特殊地域管辖 1．特殊地域管辖的概念。

特殊地域管辖，又称特别管辖，是指以诉讼标的物所在地或

者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实所在地为

标准确定的管辖。 2．特殊地域管辖的情形。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24条至第33条的规定，下面九种情况适用特殊地域

管辖：（1）一般合同纠纷；（2）保险合同纠纷；（3）票据

纠纷；（4）运输合同纠纷；（5）侵权纠纷；（6）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纠纷；（7）海损事故损害赔偿纠纷；（8）海难救

助费用纠纷；（9）共同海损分担纠纷。 （四）专属管辖 1．

专属管辖的概念。专属管辖，是指法律规定某些特殊类型的

案件专门由特定的人民法院管辖。 2．适用专属管辖的案件

。 （1）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

院管辖。 （2）因港口作业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

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3）因继承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

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4）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

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五）共同管

辖和选择管辖的概念 共同管辖，是指对同一诉讼依照法律规

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选择管辖则是

在共同管辖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

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

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

法院管辖。 八、裁定管辖 裁定管辖，是指根据人民法院的裁

定确定诉讼的管辖法院。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裁定管辖有



三种：移送管辖、指定管辖和管辖权转移。 （一）移送管辖

1．移送管辖的概念：移送管辖，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发现本院对该案件无管辖权，而依法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审理的制度。 2．移送管辖必须具备的条件： （1

）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 （2）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对

本案无管辖权。若受理该案的法院本身有管辖权，除其他有

管辖权的法院已立案在先外，一般不能进行移送。 （3）受

移送的人民法院依法享有该案管辖权。 （二）指定管辖 1．

指定管辖的概念。指定管辖，是指上级人民法院依法以裁定

方式指定其辖区内的下级人民法院对某具体案件行使管辖权

。 2．指定管辖的适用 （1）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自己对移

送来的案件无管辖权的，应报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2）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由上级

法院指定管辖。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法

院的全体审判人员均需回避；二是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所在地

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3）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

而又协商不成的，应报请他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 （三）管辖权的转移 1．管辖权转移的概念：管辖权转移

，是指依据上级人民法院的决定或同意，将案件的管辖权从

原来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转移至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使无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此而取得管辖权。管辖权的转移通常在

直接的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进行，是对级别管辖的变通和个

别调整。 2．实现管辖权的转移应当具备的条件： （1）进行

移送的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有管辖权； （2）移送应当有必

要，即有实际意义； （3）移送应当在隶属的上下级人民法

院之间进行； （4）移送得由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或同意。 3．



管辖权转移的情形 （1）下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上移给上级

人民法院。 （2）上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下移给下级人民法

院。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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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