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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范畴和主要理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以“问题”的形式，
予以“整理”，可以作为专业学习和研究学术的基本进路。
每个“问题”的写作均包含三部分内容：（1）分析和阐论问题；（2）延伸阅读线索；（3）考研考博
真题　　本书对问题的分析和阐论，虽不要求有很高的原创性，但力求有很高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且
立意新颖、思路开阔。
 “问题”包含了新兴问题或在我国尚未被关注却有价值的问题，比如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程序参与
原则、程序基本权、对审原则、诉讼费用保险、自由证明、证据共通性、证明责任的减轻、诉讼要件
、执行威慑机制等。
同时，本书还就我国新近颁行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作出解说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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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当代著名法学家，系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奠基人之一。
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同时为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或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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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法学关键问题>>

章节摘录

例如，仲裁相比于诉讼而言，更适合于解决涉及商业秘密或者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事项的民事纠纷，
当事人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相对较小，但是其适用范围有限，对于涉及婚姻、收养、抚养
、继承等的纠纷不能通过仲裁解决，只能选择诉讼的方式；仲裁的适用也必须以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
或者仲裁条款为前提，否则不能适用；而且仲裁的规范性不如诉讼强。
再如，调解解决纠纷一般可以达到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调解协议一般并不具有如判决一样的既判力
和执行力。
因此，各个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相互独立存在，虽然关系密切但是不能相互替代，每个纠纷解决机制都
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适用的纠纷解决机制。
现代法治国家大多设置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功能各异、独立存在，因此在发生
民事纠纷或者民事争议时，当事人可以根据纠纷或者争议的具体情况，在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的前
提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选择最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
例如对于标的额较小的民事纠纷，由于诉讼的严格规范性和成本高昂，纠纷主体可以不选择诉讼，而
选择和解、调解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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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深度阐释学科重点理论、体系梳理有效引导法学研究进路、名
校真题全面展现考研考博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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