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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使具有一定民事诉讼法理论基础的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掌握我国民事
诉讼法2012年8月最新修改的全部内容，并能够做到精准适用和运用。
全书分九讲：第一讲对本次修法的背景、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做了整体介绍，第二至第九讲分别从基
本原则与相关制度、事实认定与证明、审前程序、审理与判决、特别案件的审查、审判监督、执行、
诉讼保障等方面对本次修法的内容进行了专题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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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

书籍目录

第一讲 修改背景、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一、修改背景
　二、修改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內容
第二讲 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相关制度
　一、诚实信用原则
　二、检察监督原则
　三、回避原则
　四、公开审判原则
　五、公益诉讼制度
第三讲 事实认定与证明
　一、证据概述
　二、举证时限制度
　三、证人作证
　四、司法鉴定与专家参与诉讼
　五、证据保全
第四讲 民事诉讼审前程序
　一、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定位和功能
第五讲　审理与判决
第六讲　特别案件的审查
第七讲　审判监督
第八讲　执行
第九讲　诉讼保障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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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增加了法律监督方式 在我国，有关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立法有一个变化
的过程。
最早规定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是1954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该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监督方式是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
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并没有抗诉的规定。
1979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又废除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其后制定的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仅规定了检察监督的原则，并未规定检察监督方式，民事
检察监督形同虚设。
直至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才既在通则中明确了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又在其后的
审判程序中加入了对生效裁判提起抗诉的规定。
1991年《民事诉讼法》沿用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规定了抗诉一种监督方式。
近年来，一些地方试点探索采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本次修改中规定了抗诉、检察建议两种监督方式。
其中，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进
行法律监督时，采用抗诉的监督方式。
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进行法律监督
，或者对同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等情形
，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
 3.强化了法律监督手段 在修改中，有的建议，规定检察机关因抗诉需要调查取证的权力应当按照“两
高”会签文件规定的内容予以完善，明确规定在以下三种情形下，人民检察院才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
外人调查核实：（1）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当事人在原审中因客观原因不能自
行收集证据，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而未调查收集的；（3）违反法定
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有的建议，规定调查取证后，检察机关应当回答对方当事人的质疑，只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
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还有的建议，应当规定人民检察院因抗诉的需要，可以查阅、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
经综合考虑，认为调阅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之事是两高在具体办案中工作层面的事项，不是重大法律
问题，两高完全可以协商解决，或者在中央政法委的协调下解决，不必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
因此，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
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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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将对法律条文原意的解释与修法背景结合起来
，使读者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第二，将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与审判实践中的问题结合起来，不
仅在“知”的方面对读者有所帮助，而且也力求对其“行”有多益处；第三，将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与
相关的法学理论和比较法研究结合起来，为读者理解条文提供理论资料，并有利于读者在今后的工作
中继续思考、研究民事诉讼法领域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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