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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2002_E5_B9_

B4_E5_8F_B8_c36_479735.htm 通观2002年全国首次统一司法资

格考试中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试题，从其考查的内容与考

查的形式方面来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题型特点

：在题型方面，仍然保持原律师资格考试中以各类选择题为

内容的客观题与以案例为类型的主观题两种题型。这样设计

试卷可以充分发挥客观题容量大，覆盖面宽泛，有效考查考

生对知识点的识记和理解能力与主观题综合考查考生较高层

次的分析能力和实际运用技能的试题整体优势。 二、理论性

增强：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民事诉讼法试题与以往律师资格

考试不同的是，不仅很明显地增加了对理论知识的考查，而

且增强其考察的理论深度。这就需要考生在熟悉法条的基础

上了解与掌握法律条文背后所蕴涵的法理。从一定程度上来

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但是这与我国对法律职业者整体素

质提高的时代要求是一致的。 三、分值增加且注重对司法解

释内容的考查：2002年司法资格考试中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

的考试分值达到45分，比上一年增加了11分，这种增幅比例

以往是不多见的，而且分值大多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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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了24分，此外，还涉及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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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四、考查内容紧扣热点重点问题：

这是首次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与以往律师资格考试的共同

点。重点问题即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并且重要的制度，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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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往往是历年考试中经常考查，且分值

较多的内容。 热点问题一般是学术界、司法界比较关注的问

题，例如证据问题是近年来大家研究的热点问题，此次司法

资格考试中有关证据内容的考试大大增加，而且作为最新研

究成果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尽管在考

试时尚未生效，也成为考查的内容。 总之，2002年司法资格

考试试题与以往律师资格考试均具有紧扣大纲、注重重点基

础知识的考查，并且具有较强综合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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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