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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讲义》

内容概要

《新民事诉讼法讲义》分为绪论、诉讼主体、诉讼客体、诉讼过程、诉讼终结、上诉和再审、特别诉
讼程序七篇。主要内容包括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与相邻程序的关系、民事诉讼的两大类型——大陆法
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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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讲义》

作者简介

中村英郎，法学博士，1926年生于东京。194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部，1996年被聘为该校名
誉教授，现任日本比较民事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是日本中村民事诉讼法学派
传人，主要以事实出发型和法规出发型的观点为方法论，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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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讲义》

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民事诉讼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日本民事诉讼法及其沿革   一、首部民事诉讼法与
旧民事诉讼法   二、旧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原因与要点  第三节 民事诉讼的构造   一、判决程序   二、强
制执行程序   三、特别诉讼程序  第四节 民事诉讼的理想与现实 第二章 民事诉讼与相邻程序的关系   一
、非讼事件程序   二、仲裁程序   三、调解程序   四、家事审判程序   五、人事诉讼程序    六、破产程序
  七、行政诉讼   八、各种行政委员会的准司法作用 第三章 民事诉讼的两大类型——大陆法系民事诉
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   一、大陆法系(罗马法)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日耳曼法)民事诉讼   二、两种诉
讼思维方式的差异   三、两种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   四、日本的民事诉讼制度第二编 诉讼主体 第四章 
司法机关  第一节 民事裁判管辖权   一、民事裁判管辖权   二、裁判权的界限——与立法权、行政权的
关系   三、裁判权的对人、对物的效力范围l  第二节 法院的构成   一、法院的含义   二、裁判机关(法
官)   三、法官以外的法院职员   四、法院人员的除斥、忌避与回避  第三节 法院管辖   一、概说   二、
事物管辖      三、地域管辖   四、职能管辖   五、特别管辖   六、管辖的确定  第四节 法律共助 第五章 当
事人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当事人能力  第三节 当事人适格——诉讼实施权  第四节 当事人的确定  第五
节 诉讼能力及辩论能力l  第六节 代理人 第六章 多数当事人  第一节 共同诉讼  第二节 当事人参加  第三
节 当事人的变更——诉讼上的继承  第四节 辅助参加  第五节 诉讼告知第三编 诉讼客体 第七章 诉讼类
型 第八章 诉讼对象 第九章 诉讼对象的复数及变更第四编 诉讼过程 第十章 诉讼成立和诉讼过程的阶
段构造 第十一章 诉讼程序 第十二章 诉讼审理的基本原则 第十三章 口头辩论的进行和准备 第十四章 
证据第五编 诉讼终结 第十五章 裁判 第十六章 判决外其他终结诉讼形式 第十七章 诉讼费用第六编 上
诉和再审 第十八章 上诉(总论) 第十九章 控诉(初阶上诉卜 第二十章 上告(第二级上诉) 第二十一章 抗
告 第二十二章 再审之诉第七编 特别诉讼程序 第二十三章 大规模诉讼程序l 第二十四章 简易法院诉讼
程序 第二十五章 票据、支票的诉讼程序 第二十六章 小额诉讼程序 第二十七章 督促程序规定附录文书
范本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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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讲义》

精彩短评

1、再就想买了，确实精辟！
2、前些天买了这本书，不打折，还很旧，卓越你也太不厚道了。不过看在书是好书的份上，算了，
抱怨下。
3、等了好长时间才到货，而且书皮都是旧的，明显的蹭过的痕迹，上面的金色的边都磨成白色的
了~~内容还是不错的。。。。
4、研究日本法必看的一本入门书~不错~~~
5、著作也有一定深度。但是终究是讲义，很多问题蜻蜓点水
6、整本书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来写的，中村是比较法研究的专家这本书比较好读，只是在某些翻译
上有些刻意，不符合我国的习惯花了三天时间读完，感觉收获不小
7、这本书是民诉法学必读书目之一哦
8、好书。但是翻译的人，感觉有点不负责。
9、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推荐，而且书并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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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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