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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牧天，男，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民商法学在读博士，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
院挂职副检察长，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上海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干事，上海法制研
究会会员，上海市法制讲师团高级讲师。1998年通过国家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律师资格。2009年获中
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授予的“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号。主要
学术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代表性学术成果：专著《美国商务法研究》
（获2003年“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优秀奖）、合著《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上海市教委课题）
。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刑事诉讼法案例教程》（法律出版
社2006年）、《刑事诉讼法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上海市教委二十一世纪法学重点教材建设
项目）教材三部，副主编《宪法学导论》（群众出版社2006年）、《国际法学》（工商出版社2002年
）、《民事诉讼法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教材三部，参编《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9年）、《刑事诉讼法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司法文书学》（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1994年）三部。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相关研究成果获省部级奖励，并为《新华文摘》、国家教
委主办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等权威刊物转载。先后主
持承担司法部课题一项、上海市教委课题两项，参加省市级课题多项。1992年以来，承担了高等院校
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相关教学，主要讲授课程包括：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诉讼法
研究”、“中外宪法比较研究”；本科生的“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高职生的“诉讼
原理”、“诉讼实务”等课程。 （以上内容来源于“上海政法学院课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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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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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基本理论
第一节  诉与诉权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第三节  民事诉讼目的
第四节  民事诉讼价值
第五节  民事诉讼模式
第二编  总论
第三章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第三节  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
第四节  辩论原则
第五节  处分原则
第六节  支持起诉原则
第七节  检察监督原则
第八节  民事诉讼理论上探讨的几项原则
第四章  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
第一节  民事审判基本制度概述
第二节  合议制度
第三节  回避制度
第四节  公开审判制度
第五节  两审终审制度
第五章  民事案件的主管和管辖
第一节  民事案件的主管
第二节  民事案件的管辖
第三节  级别管辖
第四节  地域管辖
第五节  裁定管辖
第六节  管辖权异议
第六章  民事诉讼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第一节  民事诉讼当事人概述
第二节  共同诉讼
第三节  诉讼代表人
第四节  诉讼第三人
第五节  诉讼代理人
第七章  法院调解
第一节  法院调解概述
第二节  法院调解的原则
第三节  法院调解的程序
⋯⋯
第三编   审判程序论
第四编  非讼程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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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执行程序论
第六编  涉外程序论
（以上内容来源于当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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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为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具有内在统一、协调
、全面的理论支撑，并最终完成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的动态对接，揭示民事诉讼的本质和规律，完善
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民事诉讼实践。民事诉讼法学具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是法学体系中一门独立的
学科。民事诉讼法学是专门研究民事冲突、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和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诉讼活动进行理论
探讨的科学。具体地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对象是：1.民事冲突。对民事冲突的研究可以从社会学
、人类学和法学的角度展开。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民事冲突是从法的角度，从解决冲突的机制配置的角
度展开。民事冲突何以产生，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正确、合理地解决民事冲突，各种解决民事冲突
的方式何以科学地衔接，民事诉讼在各种救济方式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2.民事审判实践和民事诉
讼实践。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此特点在客观上决定了研究民事诉讼法学绝不能离
开审判实践和诉讼实践。一方面要从理论层次上全面准确地阐释立法的宗旨、原则和精神实质，使审
判实践和诉讼实践准确遵循；另一方面要认真全面地总结审判实践和诉讼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剖析实践中出现的热点和难点，将各级法院应对这些热点和解决这些难点的经验、做法条理化、系
统化和科学化，尔后提出科学的阐释和立法建议，使国家立法机关及时修正法律规范。比如，在构筑
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新的主体不断涌现，诉讼形式不停地翻新，如何确立新
的经济实体和组织形式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如何确立高新科技在诉讼证据中的运用，如何根据
新的诉讼形式设计与之匹配的程序制度等等，不但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民
事救济方式能否与形势合拍的问题。3.民事诉讼法。一般地说，享有民事权利的人和负有民事义务的
人都会自觉地完成自己应当完成的行为。但在有的时候权利人和义务人对权利义务的理解会出现分歧
；有的时候义务人会有意无意地规避义务；有的时候权利人或义务人都急于改变权利义务的现状。凡
此种种，极可能造成权利人的权利难以实现的态势。当双方当事人磋商不成又不愿求助其他救济方式
时，权利人就会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实现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当事人最后的选择。从公平正义的理
念出发，法院必须搞清民事冲突的焦点，理清纠纷的来龙去脉。为此，需要遵循严密的程序和完善的
制度；需要充分调动当事人的主动性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积极性，还需要正确架构审判权和诉权。这
一切。均有待于理论的探讨和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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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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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包装比较简单，但是保护的不错，整个都挺好的·······
2、特别适用，也是老师指定的教材

Page 8



《民事诉讼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