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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1991—200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诉讼法试题

[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 

[ 单位 ] 中国人民大学 

[ 摘要 ] 中国人民大学1991—200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诉讼法试题。 

[ 关键词 ] 中国人民大学;1991—2005年;硕士研究生;诉讼法;试题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7年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二、试述我

国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三、试述我国刑事诉讼中运用证据的原则。四、简答下列各题 1、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哪些？ 2、如何理解刑事

诉讼法规定的指定辩护？ 3、什么是简易程序？哪些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4、什么是执行中的刑罚变更？其特点有哪些？中国人民大

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6年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刑事审判中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诉讼职能的关系和作用。二、试述刑事诉讼中

的立案管辖。三、试述刑事诉讼中的物证、书证。四、简答下列各题 1、立案条件与逮捕条件有什么不同？ 2、强制措施与刑罚有什么不

同？ 3、死刑复核与审判监督程序有什么不同？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5年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

意义。二、试述辩护人的范围和种类。三、试述证人的资格和证人的诉讼义务与权利。四、试述第二审程序的审理特点。中国人民大学硕

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4年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辩护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与义务？二、应当怎样正确理解强制措施的性质与作

用？三、试述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与证明责任？四、简答下列各题 1、什么是判决？什么是裁定？二者有何区别？ 2、上诉不加刑原则

的内容与意义是什么？ 3、依法不追诉原则的内容现与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3年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人民检

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二、试述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管辖？三、试述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运用？四、试述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与审

判？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2年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刑事案件的审判管辖。二、试述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证据的原则。

三、提起公诉、免予起诉、不起诉应当具备的哪些条件有什么诉讼意义？四、简答下列各题 1、具有哪些情形不追究刑事责任？ 2、当事

人、诉讼参与人是指哪些人？ 3、被告人可以委托哪些人作辩护人？ 4、审判哪些案件应当有辩护人参加？ 5、在审判过程中遇到哪些情

况可以延期审理？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1年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进行刑事诉讼为什么必须遵守法定程序？二、试述被告

人依法有权获得辩护的诉讼原则？三、试述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谁承担？四、简答下列各题 1、撤

销案件与不起诉有什么不同？ 2、立案条件与逮捕条件有什么不同？ 3、死刑复核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异同？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1996年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民事诉讼法与其他民事程序法之间的关系。二、试述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法律根据

和诉讼地位。三、试述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四、简答题 1、简述民事诉讼法的任务。 2、举证责任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免除？ 3、债

务人对人民法院的支付令提出书面异议后，产生什么法律后果？ 4、涉外民事诉讼有哪些送达方式？ 5、简述参与分配的条件。中国人民

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5年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诉讼主体的联系和区别。二、试述提出管辖异议的主

体和客体。三、试述当事人更换和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并说明二者的异同。四、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仲

裁机构的裁决，人民法院如何处理？五、试述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国际条约发生冲突的处理原则和方式。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1994年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分析当事人处分与国家干预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体现。二、试述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协议管辖

的特点。三、试述督促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四、简述题 1、简述其他组织及其分类。 2、在哪些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3、先予执行适用于哪些案件。 4、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应如何处理。 5、仲裁裁决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民事诉讼法赋予

当事人什么样的求救济手段。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3年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民事诉讼中的地域管辖？二、试述民事

诉讼法律关系？三、试述委托诉讼代理人？四、试述民事诉讼中的起诉与受理？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2年民事诉讼法学试

题一、试述自愿、合法进行调解原则的形成过程。二、试述代表人诉讼及其种类。三、试述涉外民事诉讼的协议管辖。四、简述题： 1、



简述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范围。 2、简述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先予执行的法定案件种类。 3、简述督促程序的适用条件。 4、我国民事诉讼法

增加规定了哪些执行措施。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1998年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

位。二、试述公检法三机关的诉讼职能及其相互关系。三、论我国刑事审判方式及其改革。四、简答下列各题 1、证明对象的概念及其内

容。 2、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适用的案件类型及特点。 3、涉外刑事诉讼的概念及适用的案件范围。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1998年民事诉讼法学试题一、试述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二、试述比较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的异同。三、试述发动再审的三种程序各自的

特点。四、简答题 1、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 2、简述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诉讼地位和参加方式。 3、提起上诉应具备

什么条件？ 4、执行和解协议与生效判决二者是什么关系？ 5、具备哪些涉外因素才能构成涉外民事诉讼？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1999年诉讼法学试题（含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一、简答题 1、简析本证与反证的区别及关系。 2、简述执行管辖的种类。 3、

简述头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4、简述刑事诉讼中的搜查。二、论述题 1、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公正。 2、论我国民事诉讼

中审理前准备程序的立法完善。 3、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 4、论刑事诉讼中的立案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诉讼法

专业2000年试题一、简答 1、简述刑事诉讼中的代理 2、简述刑事诉讼中的第二审理程序 3、简述民事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程序 4、简述民

事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二、论述 1、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的完善 2、论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标的 3、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4、论人

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别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诉讼法试题一、简答题（共4题，每题7分，共28分） 1．简述民事

诉讼中的委托调查。 2．简述民事诉讼中的执行承担。 3．简述刑事诉讼中的搜查程序。 4．简述刑事诉讼中的鉴定结论。二、论述题

（共4题，每题18分，共72分） 1．试述涉及外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 2．试民事诉讼的模式。 3．试述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关系。 

4．试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国人民大学2002年诉讼法试题专业：诉讼法学（含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一、简答题（共4题，每题7分，

共28分） 1．简析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性质。 2．涉外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竞合。 3．简述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4．

简述刑事诉讼中的补充侦查。二、论述题（共4题，每题18分，共72分） 1．论民事诉讼中的公开审判制度。 2．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过

程。 3．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4．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中国人民大学2003诉讼法试卷一、简答（总50分，

1、3题10分，2、4题15分） 1、简述民事简易程序 2、简述民事再审程序 3、试论刑事自讼案件 4、简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

审判权和检察权二、论述（总100分） 1、试论民事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 2、试论法院调解 3、试论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4、试论刑事被害

人人大03年诉讼法学专业研考总结今年（03年）人大考研诉讼法专业课有四道简答题分别是民诉的简易程序、刑诉的自诉案件、民诉的再

审程序立法完善、刑诉的法检各自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论述题四道分别为民诉的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的异同、法院调解制度、

刑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害人问题。以上各题大部分均能在书上找到结果，稍稍总结下我们可以看出：论述第一题是汤维建老师在民

诉法教材编写部分的重点而又鲜明特色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功底；第二题则与今年的调解法修订有关，是为热点；第三题则就刑事证

据规则所涉及的非法证据排除，也是理论界闹得较火爆的话题；第四题则为人大法学院一名刑诉法博士的毕业论文且上承程荣斌教授于50

年代发表的一篇关于被害人问题的论文。简答题则相对更容易点，可能就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完善可多民开论述，再者法检独立先使司法

权可以深入联系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之类（同时陈卫东曾主编过《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有点借鉴作用），其他两道简答题完全是死记的

东西没什么新鲜意义。与此同时今年的民诉方面关于新出台的证据规则未联系，刑诉方面的侦诉程序未出题以及诉讼基础理论未见之如诉

权论（江伟等今年对此有本新著），程序价值（其可称之为诉讼法学基础重点），证明标准（尤其是《诉讼法论丛》第七卷对此有过专门

研讨），诉讼真实观（当前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争执不下）等等。可以看到题量的过少而使得许多应该出的而未涉及，这也留给了大家更

多的思考和写作空间。总体说来今年所出题目能联系到理论和实际并有所创新难易适当，不失为一份好试卷。就自已此次答题而言，感觉

只能算一般。尽管已经接触并深究了许多专题，但也因而未能完全按人大法学院诉讼法学老师的知识观点作答，尤其是论述题基本摆脱了

教材的框架。最后看来自已写了很多字，不仅写满了所发的11页纸，还另加了3页纸，然而可能会因字迹潦草（毕竟在2个半小时写那么多

至少超过1万字）且观点按自己的思维习惯但未做过多准备略显混乱，故这一切最终可能使成绩也不容乐观，现在只能默默祝福着取胜

吧！其他综合课的认识和感觉基本与大家差不多，公共课离理想情况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所以能否笑到最后还是未知数呢。以上题目我都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考试的时候只是一个劲的写，总是觉得有很多话但是没时间写出来，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觉得最爽的就是考前看了

一下简易程序和再审程序，因为汤维建老师刚参加简程的司法解释撒，感觉就是被害人那块写的不清楚，很杂，时间很紧，考前一直担心

到考试的时候没话说，结果真的到考场上却觉得很多话要说出来，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样，心里还是没什么底，主要是不知道评分标准是

什么。法律综合考的很不好，虽然都很简单，但是很多都是我粗粗涉及了的，没仔细看的它都考了，成绩就听天由命了，英语最虚了，要

是英语可以过就好了，感觉好象很多同僚考得不错啊，呵呵，恭喜啊，希望可以在人大见面，不过就算今年失败，我明年一定会把人大拿



下。（考试的时候我右边坐的是考人大刑法的，左边是考经济法的，前面是考民商法的，感觉她们综合考的也一般，哈哈，希望大家都一

般一般，那我就。。嘿嘿） 2004年诉讼法试题一、简述 1.破产和解2.诉讼保全程序3.刑事诉讼中的物证4.取保候审中的保证人的义务二、

论述 1.诉权的内涵2.论述证据的收集3.论非法证据4.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被告人定罪的程序 2005年人大诉讼法专业试题一、简答 1、民事

诉讼与仲裁的联系。（15分） 2、公证文书的诉讼（执行）效力。（10分） 3、不起诉的种类和条件。（15分） 4、刑事拘留。（10分）

二、论述（每题25分） 1、论述民事审前准备。 2、论述集团诉讼。 3、论述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 4、论述证人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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