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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博学·法学系列”教材中的一种。
通过本教材的写作，我们试图做到：一是向读者传递有关民事诉讼的比较系统的知识；二是传播正当
程序保障的价值和法的精神（秩序、正义和自由等），以及民事诉讼制度所应蕴涵的人文精神；三是
培养人们（尤其是法律家）的法律思维方式。
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专门性的法学学科，首先表现为一种专门知识系统，即基于民事诉讼制度及
其运行而产生的专门的概念、命题和民事诉讼原则，以及将此按照一定的逻辑原理有机地组合成民事
诉讼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理应与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保持一定的协同性，具有指导民事诉
讼实践的功能，时刻关注社会对民事诉讼的反应、评价和期望。
据此，本教材一方面致力于揭示民事诉讼制度的法理基础，比较系统地阐释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
；另一方面较为系统深入地解说和评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评述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中的实践理性
及其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并就我国民事诉讼在立法论与解释论方面提供参考性意见。
本教材有意从宪法的角度和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联结点上来阐述和探讨民事诉讼问题。
在法治社会，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地位，民事诉讼的立法及运作理所当然地遵行宪法，是对宪法的具体
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民事诉讼法是“被适用的宪法”。
如今，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已呈现出一种普遍化的趋势，那么如何从宪法的角度来考察民事诉讼（法
）问题，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如何充分实践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
这是我们所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同时，由于民事诉讼是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共同作用的“场”，摆正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
法的关系是合理建构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必要前提之一，所以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
讼法的联结点来阐述和探讨民事诉讼问题，则是本教材写作的另一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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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系统阐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领域的立法内容和司法实践。
在体例上，增加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和区际民事司法协助，将“民事诉讼证明”独立为一编，并全面
吸收了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内容上在介绍基本理论时比较系统全面并引入了
大量国外学说。
对理论上的热点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对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我国民事
诉讼在立法论与解释论方面提供了参考意见，并力图阐明有关民事诉讼的基本知识、正当程序保障原
理和法的精神。
全书内容丰富、结构新颖、论述充分，既可以作为法律院校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研究生的教学
参考。
《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根据我国2002年以来颂行或修正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作出了相应修正，
根据新近的研究成果和实务经验，作出了深度修正，根据读者特别是学生的建议，作出了适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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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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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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著：《探索与构建》、《民事诉讼法》等书。
主编：《民事诉讼法》(国家级规划教材)、《证据法学》(全国高等自学考试指定教材)、《民事诉讼
法典专家修改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家》和《日本
国际商事法务》等报刊上，发表诸多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论文。
曾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司法部优秀教材
与优秀法学成果二等奖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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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第一 民事纠纷及其多元化解决机制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和可诉性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三、ADR与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第二 自力救济一、自决二、和解 第
三 社会救济一、调解二、仲裁 第四 公力救济一、行政裁决二、民事诉讼第二章 民事诉讼基本范畴 第
一 民事诉讼目的与诉讼价值一、民事诉讼目的二、民事诉讼价值 第二 民事诉权与诉讼标的一、民事
诉权二、诉讼标的 第三 民事诉讼关系与诉讼行为一、民事诉讼关系二、民事诉讼行为 第四 民事诉讼
安定性与既判力一、民事诉讼安定性二、既判力 第三章 民事诉讼法 第一节 理解民事诉讼法一、民事
诉讼法的含义与性质二、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三、民事诉讼法的效力范围 第二节 民事诉讼规范
一、民事诉讼规范的类型二、违反强行规范的法律后果及其处理 第三节 民事诉讼法与其关系法一、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二、民事诉讼法与公证法三、民事诉讼法与破产法 第四节 尊重民事诉讼与妨害
民事诉讼一、尊重民事诉讼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 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三、追究刑事责任程
序第二编总 则第四章 民事诉讼基本原则 第一节 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概述一、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
和特点， 二、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功能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体例  第二节 外国民事诉讼立法
主义一、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二、言词主义与书面主义三、直接审理主义与间接审理主义四、公开
主义与不公开主义五、并行审理主义与持续审理主义六、自由／顷序主义与法定／顷序主义七、本人
诉讼主义与律师诉讼主义八、自由心证主义与法定证据主义 第三节 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诉讼
当事人平等原则二、处分原则三、辩论原则四、直接言词原则五、诚实信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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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本章要点本章首先阐释民事纠纷的含义和特性可诉性问题，然后分别
阐释现代法治社会对民事纠纷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基本原理。
在现代法治社会，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体系。
第一节  民事纠纷及其多元化解决机制一、民事纠纷的概念和可诉性(一)民事纠纷的含义和属性法律视
野中的民事纠纷，或称民事冲突、民事争议等，因侵权、违约或其他事由而发生，是指平等主体之间
发生的以民事权益、民事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法律纠纷。
民事纠纷的主要属性是：1．纠纷主体的平等性，即纠纷各方主体(民事主体)之间是平等的。
2．纠纷内容的民事性，即纠纷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民事权益、民事义务或民事责任的争议。
至于心理上的愤怒、是否为朋友的争议、对自然现象的争议、对学术问题的争议、行政纠纷和刑事争
议等，则非民事纠纷。
3．纠纷的可处分性，基于“私法自治”原则，纠纷主体对发生纠纷的民事权益拥有处分权。
这种可处分性在民事诉讼中则成为处分原则的内容。
但是，包含公益因素的民事纠纷多不具有可处分性。
(二)民事纠纷的类型民事纠纷可分为：有关财产关系的民事纠纷和有关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
这两类纠纷往往交相并存或互为前提。
比如，对继承权、股东权等发生的民事纠纷，兼有财产与人身的内容和性质。
《案由规定》有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物权纠纷；债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劳动争议
；海事海商纠纷；与铁路运输有关的民事纠纷；与公司、证券、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包括民事私益纠纷和民事公益纠纷。
民事公益纠纷大致包括传统民事公益纠纷和现代民事公益纠纷。
在民事诉讼中，处理民事私权纠纷必须适用处分主义与辩论主义，而处理民事公益纠纷则应适用职权
干预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
所谓传统民事公益纠纷，主要有损害公益的合同无效纠纷、人事纠纷(即有关婚姻关系和亲权关系等纠
纷)。
我国《合同法》第52条、《劳动法》第18条和《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事由，其中属于
损害公益的，为合同绝对无效，对此认定则采行法院职权干预主义。
比如，在违约之诉中，通过审理法院发现该合同有损公益的，为维护公益，法院应当依职权判决合同
无效，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的约束。
婚姻案件、亲权案件等人事诉讼案件，或关涉自然人的基本法律身份或涉及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所
以被作为公益案件对待。
我国《婚姻法》和《收养法》对婚姻和收养成立要件、婚姻和收养无效事由的规定，均为强行规范，
不许当事人和法院排除适用，旨在维护公益。
比如，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判决与被告离婚，经审理，法院发现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是非法
的，则不受原告诉讼请求的约束，判决婚姻无效。
所谓现代民事公益纠纷，比如公害纠纷、消费权纠纷、社会福利纠纷等，与过去的诉讼案件不同的是
，当事人一方常常是数目众多且处于弱势的受害人，在人数和利益等方面具有集团性或扩散性，而且
往往关涉人们或人类的基本权利或基本生活秩序，所以这类诉讼案件往往内含着公的因素，而被作为
公益诉讼案件对待。
(三)民事纠纷的可诉性法律视野中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具有可诉性或争讼性、可司
法性(Justiciability)，即具有能够通过民事诉讼或司法程序解决的可能性。
民事纠纷的可诉性，属于民事诉讼法对事效力的范畴，既界定了法院民事审判权的范围，体现了司法(
权)的有限性原理，又确定了当事人行使民事诉权或获得诉讼救济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条对民事纠纷可诉性作出了比较抽象的规定，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
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
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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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内容丰富、结构新颖、论述充分，既可以作为法律院校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
研究生的教学参考。
“博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精品教材的品牌标志。
“博学·法学系列”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等高校的
著名法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由上述高校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中
山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南昌大学、湘潭大学、兰州大学、
上海大学、等政法院校选派的资深教授、副教授联袂参编，作者权威，阵容强大。
在内容和体例上，既注重保留传统教材的精华，又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一套面向21世纪、反映我
国当今法学教育最新状况的高品质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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