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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阶梯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民事诉讼法学(第3版)》内容简介：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进行了修正，本次法律的修正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制度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西南政法大学教材委员
会主持的《民事诉讼法学》也相应的进行了修订。
此次修订，力求吃透法律修正的本意，追寻其修正的历史背景，深挖其增、删、修的原因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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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平安，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获得者，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民事诉讼证据初论》、《中国民事诉讼》、《程序正义初论》、《民事诉讼法学改革开放三十
年》等；主编各种法学教材四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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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建立协同型诉讼模式有利于提升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
在诉讼中，司法威信的建立，并非仅仅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
司法权威的基础更主要在于其裁判自身的公正性，公正的裁判具有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的特性。
从诉讼模式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19世纪的自由型诉讼模式将诉讼程序的运行和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
的来源完全归由当事人决定，在诉讼中就难免出现因当事人的诉讼技巧或泯灭良心的行为而导致诉讼
结果违反社会正义、损及司法威信。
片面强调司法机关的权力，又会导致无视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压制或剥夺诉权的现象发生，造成权
力膨胀和专横武断，不利于公正裁判。
从20世纪西方国家民事诉讼变革的趋势来看，加强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权是共同趋势，“加强法院的
诉讼指挥权是现代民事诉讼法有别于近代初期的民事诉讼法的地方”。
在国外，学者对加强法官指挥权的改革方向也多有赞誉，德国有学者把强化法官职权干预下的民事诉
讼称为“社会性民事诉讼”，认为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民事诉讼的应有模式，代表了一种“诉讼
的时代潮流和精神”。
有学者为法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振臂欢呼，改革后的法国民事诉讼制度既授予法官以“大大增加的权
力”，又明确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确定案件事实时相互协助之法律责任”，因此“法官权力的扩张
并不一定与对当事人的保障相冲突⋯⋯相反，它将强化程序公正和判决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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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阶梯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民事诉讼法学(第3版)》阐述基本知识，夯实学生基础；触摸学术前
沿，拓展学生视野；注重实务训练，提高学生能力；设计课后习作，启迪学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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