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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主要内容：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施依法国方略对法律人才的需求
，全面提高法律人才的素质，根据原国家教委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开设14门专业主干课程的通
知要求，我们邀政法院校和实际部门的法学教授及专家编写出版了这批教材。
这批教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原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法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论证的意见，吸
收国内外法学教育的最新成果，面向21世纪的法学教育，正确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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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田平安1944年8月8日生于重庆市云阳县。1970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法律系，1970年3月～1979年8月先后在贵州省纳雍县
公安局、法院工作，1979年9月～1982年7月在西南政法学院攻
读硕士学位，获硕士学位后即留校工作至今。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校
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十年来，独著、主编或参编了《中国民
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等10
部专著、教材；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学》获第三届
部级优秀教材二等奖；发表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论”、“经济体制
改革中的民事诉讼”、“民事审判改革探略”、“程序正义初论”等论
文50余篇；其事迹被载人《世界名人录》和《中国大学校长名典》
中。
陈桂明1961年生，江苏省海安县人，1984年从西南政法大
学毕业并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先后在该校获
法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留校执教。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
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
员、留学生管理处处长、港澳台学生管理处处长、中国国际高级法
律人才培训中心（北京）秘书长，兼任全国诉讼法研究会专业委员
和副秘书长、执业律师。多次到国外及台港澳地区访问、讲学。多
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如“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
师研究奖”、“全国中青年诉讼法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司法部优秀论文奖”、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首批人选“北京市跨世
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系教育部评选的“全国跨世纪优秀人才”、
北京市评选的“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主要著作有：《诉
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仲裁法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
《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公证法学》、《法学概论》、《法律基础》、
《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案例诉讼法教程》、《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教程》、《公证与律师制度》、《证据理论与实务》、《民
商法学大辞书》等，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
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
蔡 虹 中南政法学院副教授
张晋红 广东商学院法律系教授
易萍 西北政法学院讲师
武胜建 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
彭世忠 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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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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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事诉讼法概述
第一节 民事诉讼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
第三节 民事诉讼法学
第二章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构成
第三节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的条件
第三章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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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第三节 法院调解原则
第四节 辩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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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检察监督原则
第四章 民事诉讼中的人民法院
第一节 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权
第二节 法院对民事案件的主管
第三节 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的组织
第五章 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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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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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诉讼代理人分类
第八章 诉与诉权
第一节 诉与诉权概述
第二节 诉的构成
第三节 诉的类型
第四节 反诉
第五节 诉的合并与分离
第九章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第一节 财产保全
第二节 先予执行
第十章 诉讼费用
第一节 诉讼费用概述
第二节 诉讼费用的预交和负担
第十一章 期间、期日与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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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期间、期日
第二节 送达
第十二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一节 强制措施概述
第二节 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
第三节 强制措施及其适用
第十三章 民事诉讼证据概述
第一节 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民事诉讼证据的分类
第三节 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与证据制度
第十四章 民事诉讼证据的立法种类
第一节 书证与物证
第二节 视听资料
第三节 证人证言与当事人陈述
第四节 鉴定结论与勘验笔录
第十五章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
第一节 证明概述
第二节 证明对象
第三节 举证责任
第四节 人民法院的查证职责
第五节 民事诉讼证据的保全
第六节 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审查判断
第十六章 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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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案件审理中特殊情况的处理
第六节 简易程序
第十七章 第二审程序
第一节 第二审程序概述
第二节 上诉的提起与受理
第三节 上诉案件的审理
第四节 上诉案件的裁判
第十八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发动
第二节 再审案件的审理
第十九章 法院裁判
第一节 法院裁判概述
第二节 判决
第三节 裁定
第四节 决定
第五节 调解书
第二十章 民事非讼程序
第一节 民事非讼程序概述
第二节 特别程序
第三节 督促程序
第四节 公示催告程序
第二十一章 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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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概述
第二节 破产案件的申请与受理
第三节 债权人会议
第四节 和解与整顿
第五节 破产宣告与清偿
第二十二章 执行程序
第一节 执行程序概述
第二节 执行措施
第三节 执行的一般程序
第四节 对执行过程特殊情况的处置
第二十三章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一节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第二节 涉外民事诉讼的特别规定
第三节 涉外仲裁
第四节 司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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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事诉讼法概述第一节　民事诉讼一、民事冲突及其成因（一）民事冲突所谓冲突，是指人们
因利益和态度的不协调和不一致所产生的矛盾人类社会无法避免冲突轻微的冲突可以一笑了之；一般
的冲突可以运用相应的机制加以调节；严重的冲突则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依冲突的法律性质不同可以
分为（1）民事冲突；（2）刑事冲突；（3）行政冲突。所谓民事冲突是指民事主体对现存或将来民事
权益状态或归属的态度和认识不一致所产生的矛盾。民事冲突的种类很多，如离婚冲突、收养冲突、
姓名权冲突、肖像权冲突、荣誉权冲突、债权债务冲突、损害赔偿冲突、合同冲突、海损事故冲突、
海商冲突、买卖物品冲突、房屋租赁冲突、山田水利冲突、森林草原所有权冲突等等而当民事冲突的
主体起诉到法院后，则该冲突又转化为民事案件。（二）民事冲突的成因民事冲突的成因是相当复杂
的，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有人文原因，也有自然原因；有人的个性原因，也有个人所处社会
的原因；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就经济原因而言，主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无法满足人们
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
体所有制。”（第 6 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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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第3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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