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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是典型的规范性纠纷解决方式，作为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的结果，它是人类对于纠纷
解决方式的革命性创造。
诉讼制度的出现使纠纷的解决能够在和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而且，由于有了公权力机关的主导，
诉讼程序更加专业化，纠纷解决的结果也更加确定，执行更有保障。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民事诉讼及其相关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
善，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民众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更有效地解决争议，保障人民的权益。
　　现行《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1年。
17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目
标，“人权人宪”，司法体制改革逐步深入。
为适应保障人民权利和纠纷解决实践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其立法计
划，并于2007年10月28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此外，国家还制定了一些与民事诉讼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等。
在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也有不少与民事诉讼制度相关的规定。
例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中关于“诉前禁令”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处理程序的规定，《电子签名法》中关于数据电文证据效力的规定，《公
证法》中关于公证文书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的规定等。
这些法律、法规都属于广义的民事诉讼法，具有特别法的效力。
近年来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也有一些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规定，例如，我国1997年参
加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2003年缔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
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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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树洁，男，河北武安人，1954年8月生。
1972年12月从福建泉州一中应征入伍，在新疆军区某部服役五年，1978年4月退役。
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0年8月毕业于厦门大学民商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3年11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曾在西南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台湾中山大学、菲律宾Ateneo大学、英国
伦敦大学、德国Freiburg大学研修和访问。
现为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
师，福建省法学会理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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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民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一、民事纠纷人类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在人们交往和合作的过程中，利益的冲突和纠纷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
在诉讼法学上，争议、纠纷、冲突等用语是意义基本相同的表述。
通常而言，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对抗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纠纷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动力。
但是，不可否认，纠纷和冲突也给人类的正常生活秩序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因此，有必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机制及时解决争议，防止矛盾的激化，消除纠纷的不利影响。
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还是司法制度的演进史，都可以看成是一部纠纷解决方式的演化史。
对于纠纷这一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事实，人类社会曾经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而这些方式也在不同的时
期起到了解决纠纷的作用。
从早期的氏族社会、习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同态复仇、血亲复仇甚至战争，一直到法律诉讼和司法的
出现，人类社会对于纠纷的解决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
诉讼制度作为一种主要纠纷解决机制的确立，标志着公力救济代替私力救济，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野
蛮的暴力复仇，这一转变避免或极大地减少了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与恶性循环的暴力复仇现象。
有学者将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一并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的一种，通常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或者民事
权益为主要内容的法律纠纷。
与其他法律纠纷相比，民事纠纷具有下列主要特点：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是平等的。
民事纠纷的主体即民事主体，纠纷主体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不存在隶属关系或者管理与被管理
的关系。
2．民事纠纷以民事权利义务或者民事权益为主要内容。
民事纠纷主体之间争议的内容，主要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民事权益，超出此范围，
原则上不属于民事纠纷。
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民事纠纷的内容也包括对特定事实的争议，例如，德国、日本等国民事诉讼法
规定，当事人可以提起要求确认证书真伪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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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民事诉讼法》是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是一套基础性的以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村，适用于
广大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可适用于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
该教材有以下特色：基础性。
立足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
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实用性。
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适当引入实务案例，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侧重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
识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
创新性，内容和体例开拓创新，正文阐释与司法考试知识点有机结合。
文内设计了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如“案例”、“辨析”、“恐考与练习”，“前沿问题探讨”等，
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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