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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前言

法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在于培养法律人才。提高培养质量，造就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是法
学教育的生命线。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的精神和要求，结
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在全面总结我国法学教育经验和分析法律人才社会需
求的基础上，我校确立了以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为目的，以教材建设为核心，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的融会，稳步推进法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方案。两年来，我校法学精品课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已有民法、知识产权法等十余门课程被确定为国家、省、校三级精品课程，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是一套法学专业本科教材及其配套用书，涵盖
了我校法学本科全程培养方案所列全部课程，由教材、案（事）例演习和教学参考资料三个层次的教
材和教学用书构成，分为法理学、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
法学、环境与资源法学、国际法学和法律职业实训等十个系列。《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由我校一
批具有良好学术素养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担纲撰写，同时根据需要约请法学界和实务部门
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加盟，主要以独著、合著的形式合力完成。《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遵循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法学理论的前沿性、法律知识的系统性、法律制度的针对性、法律运作的可操
作性为编撰宗旨，以先进的教学内容和科学的课程体系的统一为追求，融法学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
和新手段于一体，力图打造成一套优秀的法学精品课程系列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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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第2版)》以我国最新的民事诉讼法典及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为基础，完整、系统、准
确地阐释了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及民事诉讼制度与程序的运用，充分反映了国内外民
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成果。每章均设置了学习目的与要求、思考题、参考文献等，使《民事诉讼法学(
第2版)》同时具有体系完整、重点突出、启迪思维、拓展知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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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形式主要有：自决、和解。其特征是依靠纠纷主体自身的力量解决纠纷。自
决主要发生在人类社会早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简单，缺乏理性解决争议的能力和经验，为
解决一个纠纷，往往会付诸暴力，其结果要么是强势的一方以强凌弱，使纠纷不能得到公平的解决；
要么是双方均以武力相对，两败俱伤。自决常常表现为血亲报复、同态复仇。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以平
等协商的方式，自愿地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方式。和解通常无须第三方的介入，无须严格遵守实体法
规范和程序规范，和解协议也没有强制力，这是一种最为和平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和解的过程与结
果都取决于当事人，因此自治性最高。和解的基础是纠纷主体有权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处分，是私法自
治原则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和解应当建立在纠纷主体平等和真实意思的基础上。自决、和解是私人
之间解决民事纠纷的行为，一般无须遵从统一的社会规范。但在法律社会，强制性的自决被严格限制
，因为这种方式不仅不能使纠纷得到公正的解决，还常常导致纠纷升级或激化，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而和解则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基础上，以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解决纠纷，因而一直是私
力救济中被倡导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二、社会救济社会救济主要包括民间调解和仲裁。这种纠纷解
决方式虽然也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更重视社会力量对纠纷解决过程的介入，注重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作为第三者的主持、说服、沟通作用，内含的规范因素也远比私力救济多。对于民事纠纷的解决
，社会救济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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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第2版)》：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诉讼法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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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错，呵呵，就是物流太慢了
2、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老师老师要求买旧版的，还是喜欢看新版的
3、上课用的教材，还好的。
4、是老师要求买的
5、晚上下的订单，上午收书本，配送确实很快啊。价格也便宜。
6、很好~~是要求买的书籍。
7、不错不错 很好的考研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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