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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第3版)》系统、准确、精炼地阐释了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民事诉
讼法学(第3版)》共分六编，即理论编、制度编、通常程序编、特殊程序编、民事执行程序编、涉外民
事诉讼程序编。《民事诉讼法学(第3版)》编写过程中力求全面覆盖教学内容，又注意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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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作者简介

宋朝武，男，1952年12月23日出生，山东省陵县人。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
士学位，后获法学博士学位，现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研
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家咨询蚕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修改工作专家
组专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民事诉讼法学》、《应用民
事诉讼法学》、《民事证据法学》、《民事诉讼法教学案例》、《仲裁法学》、《中国仲裁制度：问
题与对策》、《仲裁法理论与适用》、《仲裁法学案例教程》，并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
《政法论坛》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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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第四节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与适用范围 第五节民事诉讼法学 第三章民事诉讼
法律关系 第一节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第三节民事诉讼中的法
律事实 第四章诉与诉权 第一节诉 第二节诉权 第五章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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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当事人概述 第二节共同诉讼人 第三节诉讼代表人 第四节第三人 第八章法院与管辖 第一节法院的组
织及职权 第二节主管 第三节管辖概述 第四节级别管辖 第五节地域管辖 第六节裁定管辖 第七节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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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节证据规则 第七节证明程序 第十章诉讼调解与和解 第一节诉讼调解概述 第二节诉讼调解的原则 第
三节诉讼调解的程序 第四节调解协议、调解书及其效力 第五节诉讼和解 第十一章民事诉讼保障制度 
第一节保全与先予执行 第二节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三节期间与送达 第四节民事诉讼代理制
度 第五节诉讼费用 通常程序编 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第一审普通程序概述 第二节起诉与受
理 第三节审理前的准备 第四节开庭审理 第五节撤诉与缺席判决 第十三章简易程序 第一节简易程序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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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节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第二节人民法院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第三节人民检察院抗
诉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节当事人申请再审 第五节再审案件的审判 第十六章审判程序中的特殊情
形 第一节反诉 第二节诉的合并、分离、变更与追加 第三节延期审理、诉讼中止与诉讼终结 第十七章
法院裁判 第一节法院裁判概述 第二节判决与判决书 第三节裁定与裁定书 第四节决定与决定书 特殊程
序编 第十八章特别程序 第一节特别程序概述 第二节选民资格案件 第三节宣告公民失踪、宣告死亡案
件 第四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五节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六节确认调
解协议案件 第七节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第十九章督促程序 第一节督促程序概述 第二节支付令的申请与
受理 第三节支付令的发出和效力 第四节债务人异议与督促程序终结 第二十章公示催告程序 第一节公
示催告程序概述 第二节公示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 第三节除权判决 民事执行程序编 第二十一章民事执
行程序概述 第一节民事执行 第二节民事执行法 第三节民事执行的基本原则 第二十二章民事执行主体 
第一节民事执行主体概述 第二节民事执行机构 第三节民事执行当事人 第二十三章民事执行开始 第一
节民事执行的根据 第二节民事执行的管辖 第三节民事执行开始的方式 第四节委托执行 第二十四章民
事执行阻却 第一节执行担保与暂缓执行 第二节执行中止 第三节执行和解 第二十五章民事执行结束 第
一节民事执行结束概述 第二节民事执行结束的方式 第三节民事执行结束的效力与期限 第二十六章民
事执行措施 第一节民事执行标的 第二节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 第三节实现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 
第四节保障性的执行措施 第五节参与分配 第二十七章民事执行救济与民事执行回转 第一节民事执行
救济 第二节民事执行回转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编 第二十八章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第一节涉外民事诉
讼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第二节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 第二十九章涉外民事诉讼管辖 第一节涉
外民事诉讼管辖的概念和原则 第二节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 第三十章涉外送达与期间 第一节涉外
送达 第二节涉外期间 第三十一章司法协助 第一节司法协助概述 第二节一般司法协助 第三节特殊司法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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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1.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不是对本案
原告和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而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谓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是指作为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法律关系，与第三人参加的另一法律关系有牵连。即另一法
律关系的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对当事人争议法律关系的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有直接、间接
的影响。比如，甲因出国学习，将钢琴委托朋友乙代管，后钢琴被丙借去使用，并损坏。甲在回国后
对乙提起诉讼，要求乙赔偿。甲与乙的案件的处理结果就将影响丙的利益，因为丙很可能在乙败诉后
，被乙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在本案中丙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同时应当指出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和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并非完全一致，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在事实上必然休戚相关、权益相连，但是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并非一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某
老太太被汽车撞伤，毫无疑问，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配偶、子女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但与其配偶、
子女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既不能判令他们承担义务，也不能让他们享有权利。因此，这些案外
人就不能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2.所参加的诉讼正在进行。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时间
相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是在原、被告之间的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参加诉讼的。 3.自己申请参加
诉讼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有两种：①第三人本人申
请，经人民法院同意后参加诉讼；②由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其参加诉讼。 （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在诉讼中的地位及权利救济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但
是《民诉法意见》第66条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
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
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 据此我们认为，虽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目的，是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人民法院对他作出不利的判决，但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是完全独
立的诉讼当事人，不具有与当事人完全相同的诉讼地位。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无权对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的
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享有上诉权与对调解的同意与签收权。即如第一审判决责令无独立请求权第
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则其有权上诉；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涉及该第三人义务的，则需要征得该第三
人的同意，调解书应当同时送达第三人。第三人在调解书送达前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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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第3版)》按照本科生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目的与要求，妥当安排各部分在教材中的权
重。对于法学本科教学大纲中的内容，力求写清楚、写透彻、写充分。力求精炼、简洁、明快是这本
教材的一大特点。

Page 6



《民事诉讼法学》

精彩短评

1、这是最新的一版，法大考研用
2、发货很及时，很不错，下次还会光顾
3、老师指定的，应该还不错~~~
4、跟课上讲的差不多，老师也推荐买的
5、还凑合就是有点压裂痕迹
6、很好用，很权威，讲解比较细致，也好理解
7、书是学校要求购买的教材，质量不错。
8、比较便宜质量也不错。
9、学习学习有关理论，自身素质和考试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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