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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程序法研究》

内容概要

《民事程序法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应当保障在
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保障民众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一方面，应当改革与完善民事诉讼制度，
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和程序参与权；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和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且使各
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彼此协调、相辅相成。《民事程序法研究》以民事司法改革、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为背景，对“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进行法理分析，阐述民事诉讼程序及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原理
，力求体现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在此基础上，论述如何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构建公正、
高效的民事司法制度。
《民事程序法研究》适合作为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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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较不错的民诉课外补充材料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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