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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教程》主要内容简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对法学教育的要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法治国家，培养和造就合格的法律人才，根据法
律本科教学方案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我们编写该部教材。
该部教材主要适用本科教育，同时也可供其他学历教育和专业培训选用和参考。
该部教材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为指针，力求突出
地体现现代最新的司法理念与法律精神。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全面、准确、系统地阐释有关法律学科和部门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
精神和基础知识，其着眼点在于使得理论教材的论理性、科学性、系统性与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的生
动性、多样性、应用性相统一，并且含纳了一些最新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的内容。
由于撰写时间所限，谬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热诚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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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但是，作为对有关的证据材料作出是否具有关联性的判断，是一项繁杂的推理和逻辑
问题，它体现了对证据材料的价值判断和评估。
“对证据关联性的认定受到审理者社会阅历、出身背景和日常经验的影响，并且只有在对庭审中举出
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后才能作出决定。
”由于客观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所限，加之一些执法环境的不利因素所
致，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在开始时认为与案件密切相关的证据材料，也有可能到了定案时竟变得毫无
价值。
证据具有证明力的价值，始于对证明材料的收集，在对证据的收集阶段，凡收集到的证据材料，都视
为与待征事实有关，也正因为如此，便把一切与待征案件事实无关的材料排斥在证据材料之外。
因此.在证据的提供和收集阶段所称的证据指的都是证据材料。
在法律上对“证据材料”的理解，主观上要求它在形式上应当具有关联性的要求.在这一阶段上。
主观上的形式认定，其价值评估充其量不过认为“证据材料”存在着与案件事实具有相关联的可能性
，但是否确实相关.则有待于审判人员的审查判断，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凡是与待征事实相关的，即该证据材料便一跃成为证据事实，因此，证据的关联性是以证据的客观性
为前提，关联性之中包含了客观性，审判人员对于同一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实际上是对证据的客观性
、关联性判断和评估的一次性过程。
3.合法性。
所谓证据的合法性（或称法律性），是指证据在审判上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适格性或者容许性
。
证据的合法性也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证据的收集、调查和保全，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提供、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另一方面说，某些事实必须具有法律所要求的特定形式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也即“证据的许可性
”。
在一般情况下，法律规定的各种证据都可用以证明案件情况，但在有些情况下，某些事实要成为诉讼
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特定形式。
这种特定形式，一般是由实体法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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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教程》内容包括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主管与管辖，当事人，民事诉讼证据，法院
调解，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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