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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前言

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重视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
以1号文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教材建设，确
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对发展迅速和应用性强的课程，要不断更新教材内容，积极开发新教材，并
使高质量的新版教材成为教材选用的主体”，而且特别强调教材应当“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
国气派”。教材是课程及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在校大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教材的编写过程本身
，有利于教材及时反映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有利于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
学水平、增强科研能力。这都是对教学与科研的反思和总结。通过教材的编写，还可以促使教师总结
教育教学规律，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培养热爱教学和关爱学生的教育情怀，实现教师、教材与学生
三者的有机联结与良性互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高等法学教育是国家法治
发展的重要依托。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人们对法学教育质量的疑虑，进而促
使法学教育工作者深刻思索如何改革法学教学方式、如何完善法学课程体系等问题。法学教育必须适
应法律职业对法律人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而法学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又必须以法学
核心课程教材建设为基础。如果说法学核心课程的确立，是对我国法学教育历史经验深刻反思的成果
，是对养成法学思维方式所需基本知识体系的科学总结；那么，编撰高质量的法学核心课程配套教材
，就是目前高等法学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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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第2版)》为《新阶梯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之一的分册。《新阶梯法学精品课程系
列教材》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和实践科学发展观，遵循理论
联系实际的原则，力求适应国内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适应国际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态
势，准确把握现代法治精神，在吸纳国内外法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树立精品意识与创新观念，
致力于打造品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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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平安，重庆云阳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教学名师，国务院
津贴获得者，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重点学科诉讼法学术带头人。著有《民事
证据初论》、《中国民事诉讼》和《程序正义初论》等；主编各种法学教材四十余种，其中《民事诉
讼法学原理》荣获司法部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及科研成果一等奖。先后发表“民事诉讼模式初论”、
“民事诉讼责任论”、“民事审判改革探略”等八十余篇论文。撰写第一、四、二十七、二十八、二
十九章。陈彬，男，1963年出生于重庆市万州区，法学硕士。2006-2009年，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获得国家级优秀教
学成果二等奖（合作）；在《中国法学》、《现代法学》、《政法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合作出版《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民事诉讼法要论》、《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中国仲裁制度研
究》、《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研究》等书。撰写第二、五、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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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民事纠纷形成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还有社会人文的原因以
及主体个性差异的原因。就政治原因而言，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不同阶段的纠纷都与统治阶级的意
愿密切攸关。纠纷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不可
调和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可不建立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而纠纷恰恰是
主体的行为与社会既定的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为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
流道德意识所不相容，具有反社会性。[2]就现阶段而论，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作
为一个阶级虽不复存在，但不能说阶级斗争已经消灭。在国家正集中全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
各个领域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新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在不断分化组合变化发展。观念的参差，利益的冲
撞，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摩擦，前进与倒退的搏击，改革与守旧的较量在所难免，纠纷经常
发生。就经济原因而言，出于人的本能生存要求，人总得衣、食、住、行、玩、乐。在获取相应的资
源时，人与人难免不发生意见的相左和利益的冲撞，相左的意见处置不当就生矛盾，利益冲撞双方不
保持冷静就生纠纷。就所有制性质分析，社会存在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独资、合
资、合作、联营等多种经济形态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各种经济成份相互交织，在生产资料和生活
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在市场经济构筑和转轨定型的过程之中，公民之间，法人之
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中方企业与外方企业之
间势必酿成各种各样的大量的民事纠纷。如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就社会人文环境而言，在社
会的任何时候和阶段，不可能是东、西、南、北、中整齐划一，而总是有的地方发达有的地方落后，
平原与山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存在决定意识”
，不同的人们对同样的事物出现不同的看法在所难免；不同的看法处置不妥就生纠纷；就现实而论，
东部较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镇与农村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历史的原
因、地理的原因加现实的原因使这种差别形成不同的若干人文环境圈。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日久天长，处于不同人文环境圈的人们在政治见解、思想观念、生活水平、文化意识、风情习俗等方
面必然形成级差。加之，有的地方压力大些有的地方压力小些，有的地方政策执行得好些，有的单位
政策掌握得差些，这更会从旁加剧这种级差。处于相同人文环境圈的人之间会产生纠纷，处于不同人
文环境圈的人之间更会产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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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第2版)》编辑推荐：阐述基本知识，夯实学生基础；触摸学术前沿，拓展学生视野；
注重实务训练，提高学生能力；设计课后习作，启迪学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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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封面即有错误，将civil procedural law 写成civil proceduural law⋯⋯这门学科好不好，关键还得看
老师好不好，教材神马的有时候就是浮云~小包包是个好老师~
2、一本用来查缺补漏的好书，而且越到后面你会越发现这一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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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英文翻译的民事诉讼法都翻译错了。civil proceduural law.有些不太相信这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书，还是我买的是盗版？刚收到书的时候还很兴奋，发货很快。可内容还没仔细看，不敢妄加评论了
。就课程体系设置上，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红皮）江伟主编的那本体系安排不同。但不过一看封皮的
翻译还是有些失望。这也有损于田平安老师的威望啊。法律本就应是最严谨的，咋翻译成这样呢？不
过还是希望耐心读完书的内容，内容还是比形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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