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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民事诉讼标的理论走过了一个从旧实体法学说到诉讼法学说，再到新实体学说的“否定之否
定”的辩证过程，尽管这三个阶段的学说都不完美，便实体法学说是诉讼标的理论的必然归属。
　　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建立必须考虑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官的素质，必须考虑我国民事诉讼模
式、诉讼目的以及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相适应。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本系统研究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专著，作者并没有试图终结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争
论，也没有试图建立一种最后的、终极的理论体系，只是在对各国现存的诉讼标的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以后选择了一种适合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可能其理论本身不是最新的、最完美的，对许多问题的解释或许也不是
最彻底的、最能自圆其说的，但作者对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独具匠心的设计是最
能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接轨的，在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法学界是最为系统、广泛、深入和最为新
颖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司法实践价值，因而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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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龙，1987年7月四川师范人学政教系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95年5月西南政法人学诉讼
法专业研究生华业并获得诉讼法硕士学位；1999年7月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
博士学位。

　　在多年的学习、研究过程中，广泛涉猎了文学、政治、法律、经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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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诉讼标的基本概念之考察　　（－）民事诉讼的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　　（二）实
体法上的请求权与诉讼法上的请求权　　（三）诉讼标的的权利主张说与要求说　　（四）诉讼标的
与诉讼请求　二、民事诉讼标的与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一）民事正义　　（二）诉讼经济　　
（三）法安定性　三、诉讼标的在民事诉讼中的意义　　（－）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的构成要素　　
（二）诉讼标的是法院审理裁判的对象　　（三）诉讼标的是判定当事人的起诉是否属于重诉的主要
根据　　（四）诉讼标的是解决诉讼标的合并、分离、变更和追加的关键　四、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
研究方法与研究模式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三）程序法与
实体法相结合第二章 国外诉讼标的理论学说纵览及研讨　一、旧实体法学说　　（－）德国的学说　
　（二）日本的学说　　（三）我国台湾学者的学说　　（四）旧实体法学说评价　　（五）旧实体
法学说缺陷的克服　二、诉讼法学说　　（－）德国的学说　　（二）日本的学说　　（三）德日诉
讼法学说比较　　（四）我国台湾学者的学说　三、新实体法学说　　（一）德国的学说　　（二）
日本的学说　　（三）我国台湾学者的学说　　（四）新实体法学说评价　四、诉讼标的相对性学说
　　（－）独立的判决标的说　　（二）内容可变的诉讼标的说　　（三）按照诉讼类型决定诉讼标
的的学说第三章 我国诉讼标的理论透视及反思　一、诉讼标的的基本概念　　（一）我国大陆民事诉
讼标的概念溯源　　（二）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标的概念的内涵剖析　　（三）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标的
概念的外延界定　二、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诉讼标的是指争议的民事法
律关系　　（二）诉讼标的是指诉讼标的物　　（三）诉讼标的就是指诉讼请求（诉的声明）　三、
我国大陆诉讼标的理论的实践意义　　（一）诉讼标的是法院受诉的重要依据　　（二）诉讼标的是
使诉特定化的重要依据　　（三）诉讼标的是法院适用审判程序和确定审判方式的基础　　（四）诉
讼标的是被告应诉答辩的依据　四、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标的理论反思　　（一）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标
的理论存在的必要性　　（二）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标的理论存在的可能性　　（三）我国大陆民事诉
讼标的理论存在的条件第四章 民事诉讼标的与民事诉权　一、诉权的内涵剖析及外延界定　　（一）
诉权概念溯源　　（二）诉权的内涵剖析　　（三）诉权的外延界定　二、诉权学说的纵横考察　　
（－）私法诉权说　　（二）公法诉权说　　（三）诉权否认说　　（四）二元诉权论　三、诉权与
相关概念的关系　　（－）诉权与诉讼标的　　（二）诉权与诉讼权利　　（三）诉权与诉　　（四
）诉权与诉讼法律关系　四、诉权的权利保护要件　　（一）权利保护要件的内容　　（二）各类型
诉讼的权利保护要件　　（三）权利保护要件的调查第五章 民事诉讼标的与请求权竞合　一、请求极
竞合概述　二、请求极竞合在民法上的论争　　（一）请求权竞合论争的起点　　（二）请求极竞合
问题上的基本学说　三、诉讼法上的请求极竞合分析　　（－）对请求权发生原因的质疑　　（二）
请求权竞合理论的修正第六章 各类型诉讼的诉讼标的　一、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　　（一）旧实体法
学说的观点　　（二）诉讼法学说的观点　　（三）新实体法学说的观点　二、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
　三、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　四、上诉审的诉讼标的　五、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第七章 多数诉讼标的
与诉讼标的的变更　一、多数诉讼标的——诉的客观合并　　（－）诉的合并概念　　（二）客观的
诉的合并的条件　　（三）客观的诉的合并的种类　　（四）客观的诉的合并的审查与裁判　二、诉
讼标的的变更　　（－）诉讼标的变更的含义　　（二）诉讼标的变更的要件　　（三）诉讼标的变
更的程序及裁判第八章 民事诉讼标的与当事人适格　一、当事人适格的基本含义　二、适格当事人的
确定　　（一）诉讼标的的主体，通常就是适格的当事人　　（二）虽然不是诉讼标的的主体，但对
该诉讼标的有管理权或者处分权的人也可以成为适格当事人　三、各类型诉讼的当事人适格　　（－
）给付之诉的当事人适格　　（二）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　　（三）形成之诉的当事人适格　四、
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适格当事人的确定第九章 民事诉讼标的与既判力理论　一、既判力的本质　　（
一）实体法学说　　（二）诉讼法学说　　（三）双重性质说　二、既判力的作用　三、既判力的范
围　　（一）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二）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第十章 中国民事诉讼标的理论框架构建
　一、构建诉讼标的理论应当考虑的因素　　（－）应当考虑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　　（二）应当考
虑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　　（三）应当考虑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 　　（四）应当考虑我国当
事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官的素质　二、我国民事诉讼标的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我国民事诉讼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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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基本构思　　（二）我国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基本内容附主要参考书目英文摘要英文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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