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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的性质，可以从民事诉讼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内容等几个方面来
认识：第一、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
从民事诉讼法在国家法律体系的地位来看，它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体现国家有效和公正地保
护民事纠纷主体合法的权益，保障民法、经济法等重要实体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贯彻实施，是国家其他
民事程序法律的基础，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
因此，民事诉讼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居于基本
法的地位。
第二、民事诉讼法是部门法。
从民事诉讼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来看，它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它所调整的这一特定法律关系，是其
他法律部门无法独立调整的，这意味着民事诉讼法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特定的作用，是其他法律部门不
可取代的，从而决定了民事诉讼属于独立的部门法，它不依附于其他法律部门。
第三、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从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内容来看，它所规定的基本内容是民事审判程序制度，确定了法院和诉讼参与人
在民事诉讼申的地位以及他们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
它所确定的用来保证这些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的诉讼制度都有很强的程序性，这表明民事诉讼法
属于程序法。
第四、民事诉讼法是公法。
民事诉讼虽然解决的是民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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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导论第一章 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学【导读案例】案例1：在某省某县某镇的
一个交通不大发达的自然村，多年来村民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休的农村生活，全村300多户人家相
互之间多少都有点亲戚关系，邻里之间很少发生民事纠纷，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多是由村里的长者出
面调解解决。
据镇里的统计资料，连续四年，这个村没有一起民事纠纷起诉到法院解决。
案例2：多年来，某粮食进出口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的争议条款都约定，如果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选
择由某仲裁机构仲裁。
案例3：某钢铁集团，每年都签订大量的购买铁矿石和出售钢材的合同。
合同履行过程中也经常出现一些问题，但合同纠纷后，大多是通过双方协商解决的，到法院通过诉讼
解决的比例很小。
请结合民事诉讼的相关原理对上述三个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4：2002年4月20日，A县技术监督局的两名工作人员到A市妙趣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食品卫生检查，
发现妙趣公司在其门市部门口设小摊出售日用百货和副食品。
经检查发现其中部分食品存在质量问题，但门市部营业员阻挠查封工作，使查封工作不能进行。
之后该技术监督局要求妙趣公司自行清理整顿并做出检讨。
4月21日晚，监督局以本局名义在A县有线电视台播发了《提请消费者注意》的书面文稿，文中称“妙
趣公司门市部经销大量过期变质食品，请消费者注意，不要只注意价格而忽视质量，上当受骗”。
妙趣公司认为技术监督局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其名誉权，于是向A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技术
监督局更正此报道的内容，并赔偿其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技术监督局在有线电视台播出具有批评性质的文稿，是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因此
将案件定性为侵害名誉权的民事侵权诉讼。
请问：一审法院的受案是否正确？
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案例5：原告张某和李某是被告张甲、张乙、张丙的父母。
两原告原有私房一幢，2000年，原告居住的私房动迁，原告和三被告于同年9月达成协议，由两原告将
其所有的产权房作价取得补偿金15万元，平均分给三被告，两原告今后每年轮流居住三被告处各4个月
，期间由另两方给予赡养费。
事后，两原告按协议履行。
在张乙处居住期间，张乙由于涉嫌犯罪被羁押，两原告无人照顾，而且张甲、张乙和张丙都没有支付
赡养费。
两原告上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安置其固定住所，并支付赡养费。
审判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为双方进行了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
调解协议，两原告住进了养老院，三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因此而支出的费用以及以后的生活费用。
这样，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通过诉讼的方式得到了彻底解决。
请问：从本案案情看，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什么？
理解诉讼目的对审理本案有何作用？
【内容讲解】第一节 民事诉讼一、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一）民事纠纷的概念及特征民事纠纷是指平
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人身关系所涉及的个体权益而发生的争议。
民事纠纷的产生，是源于不同的民事主体，对同一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张。
这些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有的表现为主体双方对有关事实认识的不一致，比如，双方对合同是否已经
履行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表现为主体双方对有关的法律认识不一致，比如，双方对合同的有关条款
是否合法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可能表现为主体双方对法律责任的承担有不同的主张：或是由谁承担认
识不一，或是以什么方式承担看法不同，等等。
从民事纠纷争议的内容上看，可能是财产权益之争，比如，分割共有财产的纠纷；也可能与人身权益
有关，比如，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对另一方当事人构成了名誉权侵害的纠纷；还有可能既涉及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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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又涉及财产权益，比如侵犯著作权纠纷，等等。
从总体上看，各类民事纠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民事纠纷主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地位是平等的
。
主体在实体权利上的平等性，决定了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其主体的地位也应当是平等的，他们享有同样
的或对等的权利。
换句话说，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主体在解决纠纷的意愿、方式和手段上都是对等的，不存在主体一方
服从另外一方意愿的问题，也不存在其中一方比另一方具有更多的法律上权利的问题。
民事纠纷的这一特点，即要求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要一视同仁。
第二，民事纠纷的主体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享有处分权。
主体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决定了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对自己在程序中的权利进行处分。
这种处分，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任何机构与个人都不得干预。
民事纠纷的这一特点表明，当事人的意愿对民事纠纷的解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应当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二）民事纠纷解决的几种方式民事纠纷的解决，可以通过当事人自己、社会及国家三种渠道。
由当事人自己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是和解。
所谓和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消灭争执的行为。
和解的特点在于，当事人双方有协商的愿望及进行协商的行为，在程序上简单、灵活，在结果上能比
较充分地反映当事人的意愿。
由社会介入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主要有两个：诉讼外调解和仲裁。
诉讼外调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行
为。
诉讼外调解的特点在于，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协商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
较灵活，在结果上除了能较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外，还反映了第三方的劝导作用。
因此，运用诉讼外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第三方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的影响力是调解成功的重要因
素之一。
由于传统的原因和民事纠纷的自身性质，诉讼外调解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创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对争议予以裁断
的行为。
仲裁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当事人有协议，提交仲裁的事项是法律允许仲裁的事项，且仲裁协议约定的
仲裁机构客观存在。
与解决民事纠纷的其他方式相比较，仲裁的对象和范围具有特定性，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依法律规
定，涉及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不适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二是仲裁只能就当事人约定的事项进行。
与和解和诉讼外调解比较，仲裁的程序相对规范化。
这主要表现为在仲裁请求的提出、当事人就纠纷所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陈述、证据的提出及
调查、仲裁员对争议的审理及判断等方面，都有较严格的程序规范。
与诉讼相比较，仲裁的审理和裁决原则上不公开，即案件审理和裁决的结果原则上不向社会和民众公
开，这是仲裁与诉讼最大的区别之一。
仲裁过程和结果既与当事人的意愿相联系，又与国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可以比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愿，如
果双方达成共识，仲裁的裁决在原则上可以按当事人的意愿作出；另一方面，当事人可以利用国家的
司法制度，在仲裁过程中和仲裁结果上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过程中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并且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可以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由国家介入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是民事诉讼。
（三）民事诉讼的概念与特征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在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
，就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的行为。
民事诉讼有如下几个特征：1．民事诉讼的主体是法院和诉讼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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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以国家的审判权为基础，代表国家参加民事诉讼，它是民事纠纷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居于中立的
地位；诉讼参与人则包括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诉讼当事人是民事纠纷的主体，以诉权为基础，为解决自己与他人的争议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在诉
讼中地位平等，处于相对抗的状态；其他诉讼参与人则是为了协助法院或者诉讼当事人进行诉讼，他
们参加民事诉讼，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诉讼的顺利进行有积极的意义。
法院代表国家参加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一特点，使得民事诉讼区别于其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
2．民事诉讼所解决的纠纷是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争议中所涉及的权利或利益多数是当事人可以依法予以处分的。
民事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这一特点，使得民事诉讼区别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3．民事诉讼有严格的程序。
无论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还是法院实施审判行为，在民事诉讼中都要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
进行，否则，就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
以严格的程序来规范主体的行为，对保证诉讼结果的公正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无疑也加大了纠纷解
决的时间成本，这一特点也反映出民事诉讼与诉讼外调解、仲裁等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区别。
4．民事诉讼具有强制性。
作为国家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民事诉讼的强制性表现在：一旦法院受理了案件，当事人就应当
按诉讼规则行事，法院的生效裁判对在当事人不自觉履行义务时也具有强制力，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民事纠纷因构成纠纷的有关因素不同，而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
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特点的某一类民事纠纷，比较适用于某一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
比如，对双方当事人有伙伴型合作关系的民事纠纷或者双方当事人有和好意愿的民事纠纷，适用和解
的方式就比较合适，比如本章所列的案例2；对双方当事人属于一个系统或者双方当事人有亲友关系
或者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民事纠纷，适用调解的方式就比较合适，比如本章所列的案例1；对民事
纠纷所涉及的事实专业性比较强或争议涉及商业秘密的，适用裁就比较合适，比如本章所列的案例3
；而对案情比较复杂、双方当事人争执大、涉及的法律问题复杂的民事纠纷，民事诉讼无疑是比较有
效的方式。
可以说，民事纠纷的有效解决，从解决纠纷、消除争议这一目的上讲，当事人选择民事纠纷的解决方
式，应当着眼于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适应性。
二、民事诉讼的基础、内容、条件、形式、目的民事诉讼的基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和合法利益的保护。
即民事诉讼所保护的权利或利益是宪法和法律所要求保护的权利或利益；宪法和法律不予保护的权利
和利益，民事诉讼则不予保护。
比如，因高利贷、赌博形成的债权等，就不受民事诉讼的保护。
在此应当注意的是民事诉讼基础的合法性，强调的是民事诉讼保护的是合法的权益，但这并不意味着
不合法的权益之争不会形成所谓的“民事诉讼”。
即当事人因不合法的权益发生争议，是有可能形成诉讼状态的，但利益最终不会得到保护。
民事诉讼的基本内容，是法院和诉讼参与人所进行的诉讼活动，以及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关系。
诉讼活动表现为：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各种诉讼行为，会引起诉讼上法律后果的发生，
并推动着民事诉讼的发展。
诉讼法律关系表现为人民法院与各诉讼参与人之间在民事诉讼中形成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
诉讼活动如何进行，决定于诉讼主体之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事诉讼的内容取决于民事诉讼的本质，同时也反映民事诉讼的本质。
民事诉讼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有当事人的请求。
当事人请求的提出具体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事人提出请求，前提应当是有民事纠纷的存
在；二是当事人向法院作出了要求法院以裁判解决纠纷的意思表示。
没有民事纠纷，形成不了民事诉讼；有了民事纠纷，而当事人不要求法院解决，同样形成不了民事诉
讼。
民事诉讼的表现形式为诉讼的整个过程由若干个诉讼阶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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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立性，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任务；民事诉讼的各阶段相互之间又有着密切
的联系，即前一个阶段完成，后一阶段才能得以继续，民事诉讼整体任务的完成，有赖于诉讼各阶段
的共同作用。
一般而言，民事诉讼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阶段：起诉与受理、案件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裁判、上
诉等等。
在正常的情况下，民事诉讼活动要通过上述全部阶段来完成，但在有些情况下，民事诉讼活动也可能
在某个阶段即告结束。
民事诉讼的诉讼阶段是由一定的诉讼制度和程序共同构成的。
诉讼制度决定诉讼程序，诉讼程序服务于诉讼制度。
没有诉讼制度，诉讼程序的存在就没有实际意义；而没有诉讼程序，诉讼制度就无法得以体现和落实
。
民事诉讼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相应的诉讼阶段。
民事诉讼的目的，是指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或结果。
民事诉讼目的的确定，对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的设立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1）私权
保护说，是由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提出的，该学说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法
权利。
（2）维护法律秩序说，是由德国学者标罗提出的，该学说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实体法所确
立的私法秩序，以满足社会整体的需要，而保护私权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3）纠纷解决说，是由日本学者兼子一提出的，该学说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运用国家强制力，
有效、迅速、经济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4）程序保障说，由英美学者所倡导，该学说认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实现当事人自律性地解
决纷争提供程序保障。
（5）权利保障说，是由日本学者竹下守夫提出的，该学说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基于宪法所保障的
权利，通过请求权的运用，对实质权进行保障。
（6）多元说，该学说主张，纠纷的解决、法律秩序的维护及权利的保护都应当视为民事诉讼的目的
。
我们认为，民事诉讼具有多项功能。
民事诉讼的结果，对国家、社会、当事人及其他民众有不同的影响，对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乃至整个
法律秩序也有不同的作用。
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民事诉讼的目的，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民事诉讼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事
诉讼目的的多重性。
我们认为，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通过对纠纷的解决，实现对当事人利
益的维护，并最终实现对社会法律秩序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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