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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条文精要与适用》

前言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1年，2007年适时进行了修正。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修正是
继2007年《民事诉讼法》时隔5年之后的再次大修。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世界瞩目；法治
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此次大修以中央深化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
改革为契机，遵循民事诉讼本身的规律与机理，立足我国现实国情，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需求
，有力推进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修
正内容涉及法律监督程序、专家参与诉讼、案外人救济、举证期限、小额诉讼、二审程序、再审程序
等，由于涉及范围广、修改程序深而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司法公信力的实现仰赖法律应有权
威的树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民事诉讼法》理应对此有所担当。然
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如何准确把握立法本意是该法施行中需要落实的关键。本书针对2012年《民事诉
讼法》的相关制度，精准解读法律条文，同时以法律条文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为落脚点，揭示实践中
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症结，追溯立法的理论根基，力求为司法实务提供可靠依据与指引，解决长
期以来困扰法律实务工作者的“适用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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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条文精要与适用》

内容概要

《新民事诉讼法条文精要与适用》由张卫平主编，本书针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精准
解读法律条文，同时以法律条文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为落脚点，揭示实践中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症结，追溯立法的理论根基．力求为司法实务提供可靠依据与指引，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法律实务工作
者的“适用难”问题。
    本书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条文为主线，将“法条释义”、“理论展开”、“实践问题”三个部
分有机融为一体。在“法条释义”部分，按照立法本意对条文的基本含义进行解读，力求展现法条的
基本内涵及与其他条文、制度之间的关系。对于新增或修改的内容，给予特别关注。在“理论展开”
部分，力求挖掘法条背后以及与法条紧密相关的法理，尽可能展现域外的相关规定．帮助读者拓展视
野。在“实践问题”部分，既对现行法在执行中存在的争议问题进行释疑，还对新增和修改条文在实
施后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新民事诉讼法条文精要与适用》由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资深法官、检察官和著名
学者共同撰写，具有探析条文，把握立法本意，精炼理论，提纯新法动议，对话实践，破解适用难题
等特色，不仅对身处司法一线的法官、检察官、执业律师等有所帮助，对大中专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
和科研工作者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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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1993年从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同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和一桥大学法学
部学习。1996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同年任《现代法学》主编。1999年初调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至
今。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代表著作：《程序公正
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1992）、《破产程序导论》（1993）、《诉讼构架与程式》（2000）、《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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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等杂志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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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修改决定及法律文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决定      (2012年8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12年8月31日)第二部分  新修改条文例
解与法律适用  第十三条【诚实信用原则和处分原则】  第十四条【民事检察监督原则】  第三十四条【
协议管辖】  第一百二十七条【管辖权异议】  第二十六条【公司诉讼管辖】  第三十八条【管辖转移】
 第四十四条【自行申请回避】  第五十五条【公益诉讼】  第五十六条【诉讼第三人】  第五十八条【
诉讼代理人】  第六十三条【证据种类】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及时举证义务】  第六十六条【证据收据
制度】  第六十九条【公证证据】  第七十二条【证人】  第七十三条【证人出庭作证】  第七十四条【
证人作证的费用】  第七十六条【启动鉴定】  第七十七条【鉴定意见】  第七十八条【鉴定人出庭】  
第七十九条【专家辅助人】  第八十一条【证据保全】  第八十六条【留置送达】  第八十七条【电子送
达】  第九十条【转交送达】  第一百条【诉讼保全】  第一百零一条【诉前保全】  第一百零二条【保
全范围】  第一百零三条【保全措施】  第一百零四条【解除保全条件】  第一百一十二条【虚假诉讼】
 第一百一十三条【恶意通过诉讼、仲裁规避执行】  第一百一十四条【强制措施】  第一百一十五条【
罚款、拘留的适用】  第一百二十一条【起诉状】  第一百二十二条【先行调解】  第一百二十三条【立
案审查】  第一百二十四条【不予受理情形】  第一百二十五条【诉讼文书送达】  第一百三十三条【案
件分流】  第一百五十二条【判决书】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书】  第一百五十六条【公众查阅裁判文
书权】  第一百五十七条【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第一百五十九条【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  
 诉讼文书及审理案件】  第一百六十二条【小额速裁程序】  第一百六十三条【程序转化】  第一百六
十九条【二审审理方式】  第一百七十条【二审裁判】  第一百七十七条【特别程序适用范围】  第一百
九十四条【确认调解协议申请】  第一百九十五条【司法确认程序】  第一百九十六条【实现担保物权
案件管辖】  第一百九十七条【裁定与执行】  第一百九十八条【法院决定再审】  第一百九十九条【当
事人申请再审】  第二百条【再审法定事由】  第二百零四条【对再审申请的审查与处理】  第二百零二
条【离婚裁判不得再审】  第二百零五条【申请再审期限】  第二百零六条【原裁判中止执行及例外】  
第二百零八条【检察院抗诉】  第二百零九条【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范围】  第二百一十条【人
民检察院调查核实权】  第二百一十一条【抗诉案件审理】  第二百一十二条【抗诉书】  第二百一十七
条【债务人异议】  第二百三十条【执行和解】  第二百四十条【执行通知】  第二百四十二条【查询、
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  第二百四十七条【拍卖、变卖措施】  第二百三十五条【执行检察监
督】  第二百三十七条【仲裁裁决执行】  第二百六十七条【域外送达方式】附录：关于删去条文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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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展开　　（一）民事公益诉讼特征　　与一般民事诉讼相比，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以下三个显
著特征。其一，设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一般民事
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为个人或社会组织受到损害的民事权利提供司法救济。其二，原告主张的是第三人
的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在一般民事诉讼中原告只能主张自己的实体权利。其三，民事公益诉讼拓
宽了法院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范围，赋予民事诉讼制度更强的社会管理职能。　　（二）民事公益诉讼
在我国的现状　　1.社会各界对民事公益诉讼充满期待　　随着生产与交换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社会个体的交易地位更加弱化、环境污染等公害事件频发，群体性小额多数损害纠纷增多。单个的受
害者由于损失较小，基于诉讼成本、诉讼风险等因素，往往不愿提起诉讼。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例，
很少有消费者为几元、几十元而愿意花费时间、精力以及诉讼费用到法院打官司。消费者的这种态度
反过来又纵容了违法行为，也使诚实守法者处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与此同时，一些致力于公益
事业的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出现，它们有能力也有意愿与各种违法行为作斗争，但囿于现行民事诉讼制
度的局限，不能直接提起诉讼。随着权利意识的提高，一些公民也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起诉违法行为
。但即便赢得官司，由于诉讼请求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损失，溢出效应相当有限，起不到法律应有的威
慑作用。我国当前的行政效率还有待提高，一些政府部门甚至从狭隘的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出发，纵
容环境污染等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政府缺位和管理失灵的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社会各界纷纷建
议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突破《民事诉讼法》对原告主体资格的现行规定，赋予一定范围内的社会
主体原告资格，使其能够对与其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国务院2005年12月通过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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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民事诉讼法条文精要与适用》由张卫平主编，本书针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精准
解读法律条文，同理以法律条文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为落脚点，揭示实践中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了问题
症结，追溯立法的理论根基，力求为司法实务提供可靠依据与指引，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法律实务工作
者的“适用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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