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第三届“功承杯”东北高校模拟法庭
 
 
 
 
 
 

竞赛规则



 

第一部分 比赛组织与宗旨 
 

 

1.1. 比赛组织 
 

2016年第三届“功承杯”东北高校模拟法庭竞赛，由吉林大学法学院主办，

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协办。 

 

比赛的具体组织和安排由竞赛组委会设立的秘书处负责。 

 

1.2. 比赛地点 
 

比赛地点为吉林大学。 

 

1.3. 比赛宗旨 
 

比赛宗旨在于推动法学实践教学的发展、促进法学院校之间的教学交流，提

高法律专业学生处理实际法律事务的能力，为发现、培养出色的法律人才提供广

阔的舞台。 

 
 
 

 

第二部分 比赛题目 
 

 

2.1.出题 
 

 

比赛组委会秘书处负责组织专家学者编写题目。 
 

 

2.2.题目的修正 

 

 

各参赛队伍对于比赛题目有不明之处，可于规定时间内向组委会电子邮箱提交

书面材料，由组委会协商后于赛前答疑会统一答复。



2.3. 题目修正的回复 
 

 

组委会如确认必须澄清或修正题目时，会将修正内容正式通知各队领队。修正

后的内容为正式比赛的依据。 

 
 

 

第三部分 参赛资格与队伍组成 
 

 

3.1. 参赛队伍与参赛队员资格 
 

 

参赛队伍由参赛院校本科学生自愿报名组成。组队完成后向组委会报名、提

交队员名单、领队电话和电子邮件，经审查合格后获得参赛资格。 

参赛队伍队员名单组委会确定后原则上不得更换。 
 

3.2. 队伍组成 
 

每一参赛队伍应包含成员 4 至 8 位，设领队一名。 领队代表本队负责一切相

关赛务。每场比赛各参赛队上场队员为 2人，作为模拟法庭的原告方或被告方。 

 

 

3.3. 指导与咨询 
 

 

本比赛所有相关赛务，包括案件分析、课题研究、书状撰写以及言词辩论，皆

应由参赛队员独立或合作完成。 

 

参赛队员可以接受指导教师的指导。指导内容包括为参赛队员讲解有关的法律

基本知识，提供有关的资料和训练辩论技巧。但案件的分析、法律意见的形成、

法律书状的撰写和出庭比赛必须由参赛队员独立完成。 

 

除各队的指导老师外，参赛队伍也可以向其他专家和学者进行咨询，但咨询内

容以法律基本知识为限。 

 

参赛队伍也可运用图书馆、网络或其它渠道进行相关资源的搜寻与运用，但不

得抄袭或剽窃。如有违反学术规范的抄袭行为，有关参赛队的资格将被取消。 



 

第四部分 报名与队伍编号 
 

 

4.1. 报名方式 
 

 

各队应于报名期限内，将报名表填妥送达组委会，除经组委会核准外，逾期

不予受理。 

 

组委会应催告报名表尚未填妥的参赛队伍补齐相关资料。参赛队伍于催告期

限内未补齐资料的，视为报名无效。 

 

4.2. 队伍编号 
 

 

参赛队伍完成报名手续后，组委会应组织赛务会议以适当方式确定赛队编

号，以决定该队书状制作及庭审程序时的身份。 

 

第五部分 评审 
 

 

5.1. 评审席的组成 
 

 

每场比赛设三位评审员，担任模拟法庭法官，组成模拟合议庭。 
 

评审资格以法律院校教师、法官、检察官、律师或其它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

专业人士为原则。 
 

每场比赛评审员应推选一人担任审判长。 

 

5.2. 评审的回避 
 

 

任何参赛队不得为本队或其他队的胜负以任何形式向担任评审的人士施加

影响。如有发现有上述行为者，取消该参赛队的成绩。 

 

5.3. 评审讲评 
 

 

每场比赛结束后评审员需对本场次参赛队的整体表现进行评述，但不宜针

对相关的法律争议进行说明与解答，决赛除外。 



第六部分 书状 
 

 

6.1. 书状提交 
 

 

双方提交的书状应包括代理意见书及证据目录。 
 

各队应按照组委会要求的形式与时限，将原告方与被告方书状电子版以 PDF 
 

文本格式提交。 
 

双方应于规定日期提交书状，迟交或未按规定提交者依罚则扣除一定分数。 
 

组委会代为交换各场比赛双方书状。 

 

 

6.2. 代理意见书与证据目录格式 
 

 

代理意见书与证据目录(包括封面与内文)长宽标准为 A4 规格，全文应以计

算机打字撰写，装订则应以订书钉装订，不得使用封胶、穿孔活页或其它方式。

字形应使用宋体，字体大小为小四号。行距以 1.5 倍宽(single space)为标

准。 

 

封面需注明“队伍编号”与原告方、被告方。 

 

 

6.3. 原告方代理意见书的内容 
 
 

 

原告方代理意见书，应记载下列事项: 
 

a．明确的诉讼请求及理由； 
 

b．以比赛题目及其附件所提供的资料为限，运用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

并进行深入的法律分析，论证己方主张的法律根据； 
 

c．所有引用的学术观点和根据应当以脚注方式注明出处。 

 

 

 

 

 



6.4. 被告方代理意见书的内容 

 

被告方代理意见书，应至少记载下列事项: 

 
 

a．明确的答辩请求及理由； 
 

b．以比赛题目及其附件所提供的资料为限，对原告方主张的事实、证据及

法律根据提出反驳意见，并运用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并进行深入的法律分

析，论证己方主张的法律根据； 

 

c．所有引用的学术观点和根据应当以脚注方式注明出处。 

 

6.5. 书状的修改 
 

书状于规定日期提交，提交后至半决赛前不得修改。除非系内文整页漏印，

以致影响整份代理词的完整性，且经组委会核准后方得补齐。 

 

 

第七部分 庭审程序 
 
 
 

7.1. 原则 
 

 

比赛双方应于赛题所确定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法律辩论,模拟审判程序。 

 

7.2. 庭审环节 
 

 

（1）第一阶段：陈述环节 

 

a．原告陈述代理意见（不得超过 10 分钟） 
 

b．被告陈述代理意见（不得超过 10 分钟） 
 

（2）第二阶段：举证质证环节 

 

双方参赛人员围绕合议庭总结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可采用一证一举或

一组一举的方式。 

 

举证质证环节由原告先举证，被告进行质证，原告不得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

提出反驳，原告举证完毕后由被告进行举证。举证质证环节由合议庭把控。 

 



（3）第三阶段：言词辩论环节 

 

双方参赛人员围绕合议庭总结的争议焦点进行提问与回答。 
 

   a. 原告提问（不得超过 5 分钟），被告回答（不得超过 10 分钟） 
 

b．被告提问（不得超过 5 分钟），原告回答（不得超过 10 分钟） 
 

（4）第四阶段：总结陈词环节 

 

双方参赛人员根据陈述、举证质证、言词辩论环节和争议焦点进行总结性陈

述。 
 

a．被告进行总结陈词（不得超过 5 分钟） 
 

b．原告进行总结陈词（不得超过 5 分钟） 
 

（5）合议庭点评及权限 

 

比赛结束后，由合议庭根据参赛人员在庭审中的表现进行点评。 
 

以上环节，合议庭审判人员可以随时打断双方参赛人员的陈述并提问，且合

议庭成员提问时间不计算在比赛时间内，参赛人员回答问题时间计算在比赛时间

之内。 

 

各环节的时间限制，得到审判长允许，可以延长，但每次延长不得超过 3 分 
 

钟，各方延时不得超过 2 次。 

 

7.3. 队员间的沟通 
 

庭审环节进行中,场上队员间的沟通皆须以纸笔方式传递讯息，但正在发言

的队员不得与任何队员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与讯息传递, 若经发现, 合议庭得加

以制止, 并扣分。 

庭审环节场上队员不得以网络、通讯等方式查询和传递信息经合议庭允许除

外。 

 

7.4. 观赛人员限制 
 

初赛、复赛、半决赛：参赛双方队伍队员、工作人员凭身份证明入场观赛，

其他人员不得入场观赛。 

决赛：无人员限制，任何人均可观看。 



 

第八部分 赛程与晋级 
 

 

8.1. 初赛 
 

 

初赛采取小组赛方式进行，每个小组当中进行循环赛。 
 

比赛结束后每小组总分最高的一支队伍晋级复赛。庭审辩论分数相同时书状得

分高低决定晋级名额。庭审辩论分数、书状分数均相同，由合议庭评议决定最终

晋级名额。 

 

8.2. 复赛 
 

 

复赛采用单场淘汰制。初赛结束后，以抽签方式决定复赛场次及代理身份，获

胜者进入半决赛。 

 

8.3. 半决赛 
 

 

复赛采用单场淘汰制。复赛结束后，以抽签方式决定半决赛场次及代理身份，

获胜者进入决赛。 

 

8.4. 决赛 
 

 

由半决赛中获胜的两队进行冠军赛，由抽签决定双方代理身份。 
 
 
 

 

第九部分 计分方式 
 

 

9.1. 总分 
 
 

 

大赛初赛总分由庭审得分与书状得分两部分组成。复赛、半决赛、决赛依庭审

得分计算总分。 

 



9.2. 书状评分 
 
 

 

书状将于赛前由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分。书状分数满分为 100 分，其中原

告代理意见书与被告代理意见书各占 50 分。书状的评分标准分为五项，各占 10 
 

分，分别为格式、书状结构、语言组织、知识的综合运用和论证思路。具体要求

如下： 
 

（1）格式 
 

书状格式规范，需符合竞赛规则第六条第二项“代理意见书与证据目录格式”

的要求。书状中有引用的，需符合学术规范。 
 

（2）书状结构 
 

需满足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的要求。书状整体架构全面、层次合理。论证观点

时需按“首先提出观点、其次提供法律依据、再次将事实与法律依据结合、最后

得出结论”的方式论证。 

 

（3）语言组织 
 

书状要求表达清晰、语言流畅、文理通顺、用词明确简练。重在考察对法律专

业用语的驾驭能力。 

 

（4）知识的综合运用 
 

此部分意在考察选手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法条的查找与适用，证据的筛选与把

握，以及将三者相结合论证己方观点的能力。 

 

（5）论证思路 
 

评分人员将着重考察选手对核心争点能否准确辨识，论证是否严谨，论据是否

充分。 

 

书状存在下列情形的，将按规定酌情扣除相应分数： 
 

1．书状字形、字体大小、行间距、封面与规则不一致的，扣除 10 分； 
 

2．书状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的，扣除 10 分； 
 

3．书状存在不符合规定的其他错误或瑕疵的，由评审人员酌情扣分。 



9.3. 庭审环节评分 
 
 

 

庭审环节的计分方式，依庭审环节评分单上所记载的项目（仪态气质、争点控

制、证据运用、专业基础、应对能力、言辞表达、团队配合）以及相关说明给予

分数，各项所获得的总和得分即为该场言词辩论的分数。 

 

 

 

 

第十部分 奖项设置 

 

 

10.1. 团体奖 

    
 

1.本次大赛设置冠军队伍一支，亚军队伍一支，季军队伍两支。 

 

2.本次大赛设置最佳书状奖 4名。 

 

3.最佳组织奖若干，由各参赛队于 11月 13日前进行申报，并提交相关材料

（队伍的筹备，日常训练等材料），由组委会评议后宣布获奖队伍。 

 

 
 

10.2.单项奖 

 

 
1.本次大赛设置最佳队员奖 1名，优秀队员奖 25名。 

 

2.最佳队员奖由总决赛庭审辩论中个人得分最高的队员获得； 

优秀队员奖由各参赛队进行申报。 
    

 

 
 
 

 



第十部分 本规则的解释与修正 
 

 

10.1. 疑义与建议 
 
 

 

各队对于本规则有疑义或建议者，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将疑义或建议的内容

通知组委会秘书处。 

 

10.2. 修正的通知 
 
 

 

组委会于征询各队意见并综合考虑后，决定是否修正本规则。 
 

本规则如经修正，组委会应将修改内容告知各队领队。 

 

10.3 未尽事宜由比赛组委会裁判、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