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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在司法部的领导下，法学教材编辑部认真履行为法学教育服务的职能，为满足我国不
同层次法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大力支持下，动员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
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烟台大学、上海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
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广东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山东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政法管
理干部学院等单位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组织编写了《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高等
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等多层次、多品种的法学教材。
　　这些教材的出版均经过了严格的策划、研讨、甄选、撰稿、统稿、修订等程序，由一流的教授、
专家、学术带头人担纲，严把质量关，由教学科研骨干合力共著，每一本教材都系统、准确地阐述了
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做到了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的统一，可谓“集大家之智慧，成经
典之通说”。
这些教材的出版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法学界、
法律界的高度评价。
　　教材是一定时期学术发展和教学、科研成果的系统反映，所以，随着科研的不断进步，教学实践
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教科书的不断修订。
国际上许多经典的教科书，都是隔几年修订一次，一版、五版、二十版，使其与时俱进，不断成熟，
日臻完善，成为经典，广为流传，这已成为教科书编写的一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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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怡，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顾问。
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浙江工业大学兼职教授，汕头大学客座教授，1960年在苏联列宁格勒
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副博士学位，1991年评为重庆市优秀教师，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强制执行的理论与实务》、《告诉申诉的理论与实务》、《比较民事诉
讼法》等30本教材、专著及工具书，在法学刊物上发表文章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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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则第五节 自愿与合法调解原则第六节 辩论原则第七节 处分原则第八节 其他基本原则第十章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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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概述第二节 法定诉讼代理人第三节 委托诉讼代理人第十四章 民事诉讼证据第一节 民事诉讼证据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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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第十六章 法院调解第一节 法院调解概述第二节 法院调解的原则第三节 法院调解的程序第四节 法院
调解文书的效力和对反悔的处理第十七章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第一节 财产保全第二节 先予执行第十
八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第一节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概述第二节 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
构成和种类第三节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第四节 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
究第十九章 诉讼费用第一节 诉讼费用概述第二节 诉讼费用的种类及收费标准第三节 诉讼费用的交纳
和管理第四节 诉讼费用的负担和司法救助第三编 审判程序第二十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一节 第一审普
通程序概述第二节 起诉和受理第三节 审理前的准备第四节 开庭审理第五节 对诉讼中特殊情况的处理
第二十一章 简易程序第一节 简易程序的概念和适用范围第二节 简易程序的具体规定第三节 简易程序
与小额诉讼第二十二章 民事判决、裁定和决定第一节 民事判决第二节 民事裁定第三节 民事决定第二
十三章 第二审程序第一节 第二审程序概述第二节 上诉的提起和受理第三节 上诉案件的审理第四节 上
诉案件的裁判第二十四章 审判监督程序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第二节 法院行使监督权对案件的再
审第三节 对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再审第四节 当事人申请再审第五节 再审案件的审判第二十五章 特别程
序第一节 特别程序的概念和特点第二节 选民资格案件第三节 宣告公民失踪案件第四节 宣告公民死亡
案件第五节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第六节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第二十六章 
督促程序第一节 督促程序概述第二节 支付令的申请和受理第三节 支付令的制作、发出和效力第四节 
支付令的异议和督促程序的终结第二十七章 公示催告程序第一节 公示催告程序概述第二节 公示催告
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第三节 公示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第四节 除权判决第二十八章 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第一节 海事诉讼概述第四编 执行程序第五编 涉港、澳、台民事诉讼程序第六编 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民事诉讼制度第七编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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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绪论第一章 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和方法第三节民事诉讼法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与
民事诉讼法学有着密切的其他法学学科，可以视为民事诉讼法学的邻近学科。
它们的研究对象与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既有严格的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
它们的原理、原则和某些具体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学亦有直接的联系。
现将民事诉讼法学与几个主要相邻学科的关系分别进行阐述。
一、民事诉讼法学与民法学、经济法学的关系民事诉讼法学是从民法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学科，两者
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民法学研究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诉讼法学则研究怎样使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受到保护并得以实施。
此外，民事实体法律规范中还规定了一些民事诉讼法的规范，如民法通则和继承法中规定的诉讼时效
。
诉讼时效虽然是民法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但民事诉讼法学在研究当事人的起诉行为时，也必然涉及这
个问题。
经济法学是研究各种单行经济法规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
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一门科学。
这些经济权利主体之间发生权利义务争议时，就要运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来加以解决。
经济审判工作如何正确地适用民事诉讼法，也就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民事诉讼法学与人民法院组织法学、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学的关系人民法院组织法学是研究人民法
院组织法及法院组织活动的科学，即研究人民法院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组织建设和
人员任免的科学。
人民法院的性质决定民事审判庭的性质。
人民法院的活动原则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及民事审判基本制度紧密相关，不可分割。
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即旨在保证民事审判工作质量，改进审判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学是研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检察院组织活动的科学，即研究人民检察院的性质、
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职权范围、行使职权的程序、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的科学。
民事诉讼法学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置于审判监督程序中，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
三、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学主要是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产生
、发展及其实施规律的科学。
其研究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证据、程序等问题，与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内容有相同之处
，甚至紧密联系，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既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民事诉讼法学
的研究内容之一。
行政诉讼法学是分析研究行政诉讼法产生、发展及其实施规律的科学。
行政诉讼法学与民事诉讼法学的法源最近、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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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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