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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5年本书第一版发行以来，到现在已有整整五年。
五年间，我国的民事执行理论研究以及立法和实践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笔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发
生了不小的变化。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我国的民事执行法律制度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为了反映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法律的最新规定，笔者对本书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首先根据第一版使用心得，调整了有关章节结构。
例如，将“民事执行的目的、价值与功能”和“民事执行法律关系”分别独立成章，将原在“民事执
行机关”一章的“委托执行”改到了“民事执行程序”一章，并调整了“民事执行措施”和“民事执
行竞合”两章的先后顺序，等等。
其次，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修订了有关内容。
例如，修改了执行管辖制度和执行费用制度的阐述，重写了“民事执行救济”一章，等等。
再次，根据笔者近年的思考，对理论界争论激烈的热点问题作出了一些回应，并提出了自己认为值得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例如，讨论了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救济制度的问题
，分别分析了财产型和行为型执行标的特征，等等。
此外，还修改了原书中的个别用语和表达方式。
　　自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将学位论文的选题定在民事执行研究领域，笔者就特别钟情于民事执行理
论与实务研究，而且此种热情与日俱增。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笔者提供表达的平台。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笔者个人的认识成果，错误和不妥之处难免，恳请同仁和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民事执行法学理论不断发展，促进我国的民事执行立法和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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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05年《民事执行法学(第2版)》第一版发行以来，到现在已有整整五年。
五年间，我国的民事执行理论研究以及立法和实践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笔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发
生了不小的变化。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我国的民事执行法律制度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为了反映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法律的最新规定，笔者对《民事执行法学(第2版)》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首先根据第一版使用心得，调整了有关章节结构。
例如，将“民事执行的目的、价值与功能”和“民事执行法律关系”分别独立成章，将原在“民事执
行机关”一章的“委托执行”改到了“民事执行程序”一章，并调整了“民事执行措施”和“民事执
行竞合”两章的先后顺序，等等。
其次，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修订了有关内容。
例如，修改了执行管辖制度和执行费用制度的阐述，重写了“民事执行救济”一章，等等。
再次，根据笔者近年的思考，对理论界争论激烈的热点问题作出了一些回应，并提出了自己认为值得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例如，讨论了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完善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救济制度的问题
，分别分析了财产型和行为型执行标的特征，等等。
此外，还修改了原书中的个别用语和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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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民事执行法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二、民事执行法学的内容体系三、民事执行法学与相邻学科
的关系四、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方法第一章 民事执行和民事执行法概述第一节 民事执行的概念与特
征一、民事执行的概念二、民事执行的特征三、民事执行与行政执行、刑事执行的关系四、民事执行
与民事审判的关系第二节 民事执行的种类一、终局执行与保全执行二、金钱债权执行与非金钱债权执
行三、直接执行、间接执行与替代执行四、对行为执行与对财产执行五、一般执行与个别执行六、国
内执行与涉外执行第三节 民事执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一、从自力救济到公力救济二、从对人执行到
对物执行三、从民刑交叉、以刑代执到刑执严格区分四、从审执不分到审执分立五、从野蛮残酷到文
明科学六、从无法可依到法制完备第四节 民事执行法的性质与立法体例一、民事执行法的概念二、民
事执行法的性质三、民事执行法的立法体例四、我国民事执行立法第二章 民事执行的目的、价值与功
能第一节 民事执行的目的一、程序安定二、权利安定第二节 民事执行的价值一、民事执行的外在价
值：程序与权利安定的工具二、民事执行的内在价值：迅速、廉价与适当第三节 民事执行的功能与作
用一、民事执行的程序性功能二、民事执行程序的作用第三章 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第一节 民事执行法
律关系概述一、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概念二、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特点第二节 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要
素一、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主体二、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内容三、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客体第三节 民
事执行法律关系的运行一、民事执行法律关系运行的概念二、民事执行法律关系运行的原因第四章 民
事执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第一节 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概述一、民事执行基本原则的概念与构成要
件二、民事执行基本制度的概念与意义三、民事执行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区别第二节 民事执行的基
本原则一、依法执行的原则二、执行标的有限的原则三、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四、强制与
说服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五、执行经济的原则第二节 民事执行的基本制度一、审执分立制度二、执行通
知制度三、重大事项合议决定制度四、程序性争议与实体性争议分开处理的制度五、协助执行制度六
、执行财产分配的优先制度第五章 民事执行机关第一节 民事执行机关概述一、民事执行机关的概念
二、民事执行机关的定位三、民事执行机关的职能第二节 民事执行机关的设置一、民事执行机关设置
的理论基础二、世界主要国家民事执行机关设置概览三、我国民事执行机关的现状与论争第三节 民事
执行管辖一、民事执行管辖的概念和意义二、确定民事执行管辖的原则三、民事执行管辖制度的内容
四、民事执行管辖权异议第六章 民事执行当事人第一节 民事执行当事人概述一、民事执行当事人的
概念二、民事执行当事人的确定第二节 民事执行当事人的法律资格一、民事执行当事人的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二、民事执行当事人适格第三节 民事执行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程序义务一、民事执行当事人
的程序权利二、民事执行当事人的程序义务第四节 民事执行当事人的变化一、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
概念二、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三、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效力四、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现行
法律规范第七章 民事执行名义第一节 民事执行名义的意义一、民事执行名义的概念二、民事执行名
义的要件三、民事执行名义的程序功能四、执行名义与生效法律文书的关系第二节 民事执行名义的种
类一、民事执行名义的分类方法二、常见的民事执行名义第三节 民事执行名义的法律效力一、民事执
行名义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二、民事执行名义法律效力的范围三、民事执行名义法律效力的基础四、
民事执行名义法律效力的限制五、民事执行名义法律效力的消灭六、对民事执行名义的审查第八章 民
事执行标的第一节 民事执行标的概述一、民事执行标的的概念二、民事执行标的与实体权利标的三、
民事执行标的与诉讼标的四、民事执行标的与民事执行标的物五、民事执行标的与民事执行内容第二
节 民事执行标的的法律特征一、民事执行标的范围的有限性二、民事执行标的的确定性三、民事执行
标的的非抗辩性四、财产型民事执行标的所有权权能与所有权的分离性五、行为型民事执行标的意思
表示与法律效果的分离性第三节 民事执行标的的具体内容一、关于民事执行标的范围的理论争议二、
民事执行标的具体内容第九章 民事执行程序第一节 民事执行程序概述一、民事执行程序的概念⋯⋯
第十章 民事执行措施第十一章 民事执行竞合第十二章 民事执行救济第十三章 民事执行监督和民事执
行回转第十四章 民事执行费用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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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法治社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应当实现。
一般来说，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的方式可分为两种：一是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二是通过运
用国家公权力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
第二种方式就是民事执行。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交易的风险性决定了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
当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时，由于国家禁止当事人自己使用暴力式的自力救济，债权人要实现权利就只
能依靠国家公权力，即通过民事执行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
因此，民事执行是保障交易安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
随着人类在民事执行方面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一门新的学科——
民事执行法学逐渐形成。
　　一、民事执行法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法学是研究民事执行实践及其法律
制度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的科学。
因此，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事执行实践，二是民事执行法律制度。
　　民事执行是一项法律实践活动，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民事执行机关和执行当事人的一系列行为，实
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恢复正常的法律秩序。
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当事人，民事执行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
只有对民事执行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总结和发现民事执行的规律。
同时，民事执行法律制度是以民事执行实践为基础的，是民事执行实践经验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只有对民事执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深刻理解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基
础与根源，才能准确把握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
总之，作为研究民事执行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民事执行法学必须研究民事执行实践。
民事执行实践在人类社会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包括古今中外各个方面，因此，古今中外的民事执
行实践都是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民事执行的实践性又决定了，在我国研究民事执行法学，必须以现阶段我国的民事执行实践为
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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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教材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培养学生的民事执行理论素养，同时使其谙熟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有关
民事执行程序的规定，为其将来从事民事执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打基础。
因此，本教材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又紧密结合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对实践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和不同做法进行简要介绍并发表适度评论，以尽量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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