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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事诉讼法（含仲裁法，下同）在司法考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每年的分值在75分左右，个别年份
甚至更高。
如此高的分值，让我们在司法考试复习中不得不高度重视民事诉讼法的内容以及复习技巧。
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实体法相比，司法考试对民事诉讼法的考查角度较为单
一，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民事诉讼法更容易得分，得高分。
通过研究历年真题，结合民事诉讼法本身的特征，我们可以得知，司考对民事诉讼法的考查主要集中
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规定，对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考查较少，并且考点相对集中，
我们几乎可以在较为有限的内容中全面把握司法考试的考点。
鉴于这些特点，只要我们在复习过程中抓住重点、反复钻研、认真记忆，就一定能在民事诉讼法上获
得高分，使其成为司考中提分的科目。
对于民事诉讼法的复习，我们主张注意这些方面：第一。
着重理解法条。
法条是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部分的主要考查对象，因此对于法条的理解几乎是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复
习的全部内容。
考生应当注重对法条本身的理解和记忆，而无需过多地对民事诉讼法法学理论进行深入的展开和思索
，这一点可能是与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些理论背景较为深厚的实体法所不同的。
考生应当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搞懂这些法条上，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司法考试。
第二。
把握考试重点。
司法考试对于民事诉讼法的考查是有重点的，有些内容一直是司法考试的重点内容，而有些考点则几
乎在考试中从不涉及。
因此，考生对于民事诉讼法的复习应当注意区分重点和非重点，找出司法考试可能考查的知识点，从
而加以学习和掌握。
法律条文的内容很多，如果不加区别地眉毛胡子一把抓，最终将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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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国家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在保持民事诉讼整体框架的同时，打破了单线的写作方式，将所有
内容分为两大部分——总论和程序论，并且《2009国家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的最大特点是以考点为
纲，下设重点法条、考点解析和真题演练，加强了对相关知识点的综合比较和归纳，帮助考生全面把
握考点，应对司法考试中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题目，以期对各位考生学习民事诉讼法有所裨益。
我们希望通过对《2009国家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的学习，使民事诉讼法为各位考生顺利通过司法考
试贡献出更大的力量，也希望能够为各位考生在民事讼法上取得高分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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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其斌，新东方北斗星培训学校司法考试研究中心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国内司法考试辅导专家，具有多年司法考试培训经验。
参与编写《重点法条解读》、《案例·文书·论述139例》、《重要考点大串讲》、《新版考前考点举
要》、《常见错误分类解析》、《民诉商经法专题讲座》等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授课风格诙谐幽默、深入浅出、化繁为简，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法学魅力，掌握司考重点．加
深知识记忆．提高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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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总论第一讲 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第二讲 管辖制度基础第三讲 级别管辖第四讲 地域管辖与特
殊问题第五讲 当事人制度基础第六讲 共同诉讼与 第三人、代理人第七讲 证据基本理论第八讲 举证第
九讲 质证与认证第十讲 诉讼保障制度第二部分 程序论第十一讲 一审普通程序第十二讲 简易程序第十
三讲 二审程序第十四讲 再审程序第十五讲 调解程序第十六讲 特别程序第十七讲 非讼程序第十八讲 执
行程序第十九讲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第二十讲 仲裁程序的启动：范围与仲裁协议第二十一讲 仲裁程序
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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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本讲结构：本讲的考点较少，主要考查基本原则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
的适用。
基本原则部分不需要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悉数掌握，只要把握其中少数几个重点即可。
基本制度中的合议制度、回避制度都是较难把握的，需要注意理解相关法条。
在本讲最后，一并介绍司考可能涉及的相关概念。
考点一：基本原则重点法条《民事诉讼法》★第五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
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第八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
★第十三条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考点解析1.第5条和第8条分别规定了同等和对等原则、平等原则，要注意其中的区别。
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注意《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并不是指当事人诉讼权
利相同。
事实上，诉讼中，原、被告诉讼权利是不可能相同的，如被告有答辩的权利，原告则没有。
这一原则是在抽象的民事诉讼环境下说的，任何民事诉讼都强调双方地位平等。
平等原则还要求法院要平等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同等和对等原则适用于有外国人参加的民事诉讼。
同等原则事实上是国民待遇原则，即给予外国人、无国籍人与我国人同等的诉讼地位。
对等原则是一种歧视原则，但适用这一原则的前提是首先假设对方国家实行非歧视原则，我们实行同
等原则。
但一旦对方歧视我方，那么我方会将同样的歧视限制施加于对方。
2.第12条规定了辩论原则。
需要注意两个方面：辩论的形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辩论的内容可以是实体方面的，也
可以是程序方面的；辩论原则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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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国家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由群言出版社出版。
司考名师辅导经验总结，追踪司考改革新动向；精彩授课内容书面展示；引领应试复习高效化。
真题、法条、理论，司考应试三大法宝的完美结合，前瞻标准，独一无二！
从容结构海量知识，尽显新东方实用理性，突破应试瓶颈，超越以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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