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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学》、《简明诉讼法教程》等20余部著作，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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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平安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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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友成 华东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律师。
主编和参加编写《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律师与公证制度》、《法
学基础教程》等5部著作，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
蔡虹 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出版专著、教材有《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研究》、《新编民事诉讼
法学》、《行政机关执法与应诉知识大全》、《新编行政诉讼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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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主编《民事诉讼法讲义》、《破产法与公司法教程》、《民事诉
讼法精要》；参加编写《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教程》、《律
师学教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等15部著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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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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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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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民事诉讼法制订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几次修订，这本教科书也随之修订，在中国的法学教育里的“
五院”-中国政法大学（CUPL）、西南政法大学（SWUPL）、中南财经政法大学（ZNUEL）、华东政
法大学（ECUPL）、西北政法大学（NWUPL）几所专门的法科大学里，积累了在那个特殊时代里的
法律教育的经验，现在演变到了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教育模式，但这部常怡教授主编的民诉法教科书
真的不错。P.S.貌似这个系列是华东政法大学的专用教科书，好多这个系列的教科书主编都是华东政
法大学的老师啊。
2、书不错，这个版本还真心不好买，但是有必要跟我邮寄那么久啊！？等的来我都忘了还买了这本
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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