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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内容概要

《法学专业简明教程:民事诉讼法》将诉讼理论与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针对民事诉讼
中的基本理论问题，立足于通说，体现前沿性与普适性；针对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诉讼制度，既全面、
准确地阐述最新立法规定，又结合实践案例以及司法考试中相关真题予以分析，体现权威性与实践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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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秀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代表
性著作有：《协议仲裁制度研究》（独著）、《调解立法研究》（合著）、《民事诉讼法学》等。代
表性论文有：《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自认的限制性规则》、《司法过程能动性的理性思考》、《论
司法过程的权利生成功能——以民事权利救济为视角的分析》等。 史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代表性著作有：《商事仲裁制约与监督机制研究》（独著）、《调解实务研究
》（合著）、《民事诉讼法学》等。代表性论文有：《我国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的架构》、《改
革与完善我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从仲裁司法监督方式的角度谈起》、《论我国撤销仲裁
裁决制度的完善——从诉的角度谈起》、《我国民事诉讼二审发回重审制度之反思与重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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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民事诉讼行为 民事诉讼行为，是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根据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有目的地实施能够产生民事诉讼法律效果的行为。民事诉讼行为是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
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主要原因。以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为标准，民事诉讼行为可分为当事人诉讼行为、
审判行为、诉讼协助行为和民事检察监督行为。每种主体的行为都会引起相应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
产生、变更或消灭。其中法院审判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最为基本。 1.法院审判行为 法院审判行为，
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程序中所实施的行为，包括审前行为、审理行为和裁判行为。 审前行为，是人民
法院为法庭审理活动进行必要准备的行为，主要包括受理行为、组织证据交换行为和送达行为。审理
行为，是人民法院对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进行审查核实的行为，解决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事实认定与法
律适用问题，并对诉讼程序进行控制，主要包括诉讼指挥行为、证据审核判断行为、证明责任分配行
为和评议行为。裁判行为，是人民法院根据其审查、核实的结果，依法作出是否同意的行为，直接对
民事法律关系产生作用，包括判决行为、裁定行为、决定行为。 2.当事人诉讼行为 当事人诉讼行为，
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取得诉讼法上效果而实施的行为。根据行为实施的阶段不同，可将当事人
诉讼行为分为预备行为、启动行为、推动诉讼行为和终结诉讼行为。预备行为包括：委托诉讼代理人
、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知识产权案件）、协议管辖（合同案件）。启动行为，即
原告到法院起诉的行为。推动诉讼行为，指当事人为自己的争议请求国家予以解决，而进行的提供证
据、质证、相互辩论等推动诉讼行进的行为，否则将产生对其不利的诉讼法后果。终结诉讼行为，在
我国民事诉讼中并非完全任意，例如，申请撤诉需要获得法院的准许，和解需要法院的确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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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编辑推荐

《法学专业简明教程:民事诉讼法》是由杨秀清，史飚著的法学专业简明教程。《法学专业简明教程:
民事诉讼法》在编写中力求精练、简洁而明快，在体例上也有所突破，内容丰富。《法学专业简明教
程:民事诉讼法》主要适用于法学专业本科教学，也可为参加司法考试的专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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