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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民事诉讼法领域，本书具有里程碑作用，它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民事诉讼法理论，并对各个
时期的判例进行了分析，是一本既有完整体系，又深入地研究了具体问题和细节问题的标准教科书。
无论是学生、候补文官、法官、律师和教授都会查阅、引用和分析本书的观点。
从学术性和全面性来说，目前还没有一本教科书可以与其比肩，从系统性来说，也没有一本法律评注
可以与其媲美。
本书不仅具有悠久的传统，并且总是结合最新的学术成果和判例对民事诉讼法的理论问题进行论述，
可以说，任何深入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这本书，学习、考试、实习和法院工作实际上也离不开它。
第16版面世以后，有人称它是浮躁的图书市场中“伟大的教科书”和“市场上最好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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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　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法　　第一节　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法的概念　　一、民事诉讼是法
院程序　　诉讼（pFoeessus，yon procedere）指的是一种行动，一种向　着某种目标的行进，或者某
种“过程”。
人们说化学过程、发展过程和痊愈过程就是指的这种意思。
　　在法学中，诉讼一词是中世纪（最早见于教会法）才开始使用的。
它最初经常和法院（iudiciarius）或者司法（iudicii）连在一起使用，意思是在法院主张权利和实现权
利的程序。
罗马人不熟悉诉讼这个词，他们使用的是辩论（Lis），裁判（iudicium）或争吵（iurgium）。
　　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法律纠纷”的法院程序（《法院组织　法》第13条）。
与此相适应，民事诉讼法则在于规范国家民事法院的法律进程，并规定调解机构和仲裁法庭等非国家
程序的法律框架。
其他程序有非讼程序、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等。
　　二、民事诉讼是具体程序　　诉讼一词也可以用来表示双方当事人之间就某一法律关系发　 生的
单个的、具体的程序。
　　1.多个标的的程序　　诉讼和程序在这种意义上不需要完全等同，因为在一个程序中可以解决多
个诉讼，如本诉、反诉或者中间确认之诉（《民事诉讼法》第256条第2款）、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147条被合并审理的诉讼和共同诉讼人的（独立）诉讼（参见下文第48、49节）。
　　2．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诉讼　　法律经常称单个的诉讼为“法律争议”、“争议案件”或者“法
律纠纷”（《法院组织法》第13条；《民事诉讼法》第88、91和261条等）。
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每一个民事诉讼都必须以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为前提条件的结论。
当事人之间没有发生“争议”时也可能存在诉讼，比如一方当事人（原告）声请法官对另一方当事人
（被告）做出裁判，被告“立即”认诺了原告的请求（《民事诉讼法》第93条）并且法院“依照认诺
作出判决”（《民事诉讼法》第307条），或者被告没有参加言词辩论而承受法院对自己作出缺席判决
（《民事诉讼法》第331条）。
此外，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争议”也可以通过庭外约定（和解、免除和认诺，《民法典》第779条
、第397条和第781条），或者通过仲裁程序（《民事诉讼法》第1025—1066条）和非讼审判行为得到
解决。
因此，存在没有法律争议的诉讼，也存在无需诉讼的法律争议，两者不是同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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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我在2004年修订的第16版被译为中文，并以这种方式将其包含的思想展现给所有中国读者，我
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耀和承认，我十分感谢宠幸的常恰教授，是他第一并努力实现了这一伟大的翻译计
划，我还要特别感谢李大雪先生，他尽心尽力，不辞辛苦，将此煌煌的巨著译为中文。
如果本书的基本离间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和传统的国家生根发芽，我将被感欣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国民事诉讼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