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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体例安排具有独创性，既符合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能与我国的现有法
律渊源相兼容，从结构上消除了纯粹的注释法学痕迹，学术性更强。体现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最新状况；兼顾外国民事诉讼法的知识；除基本理论等部分外，对港、澳、台
民事诉讼法作出集中介绍；以客观性的知识介绍为主，以主观性的个人论述为辅；知识介绍力求准确
、简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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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作者简介

汤维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秘书长。主要著作有：《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
破产法要义》、《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专题研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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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第一章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或机制是多元的，用多种合
法的途径来寻求对民事纠纷的化解是民事纠纷不同与刑事纠纷、行政纠纷的一大区别。民事纠纷之所
以存在多种解决的方法方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民事纠纷本身是关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纠纷
，纠纷主体可以对它作出自由的处置。这个特点表现在解决的途径上，便是允许纠纷主体任意选择和
设定解决纠纷的机制。二是民事纠纷是多种多样的，其性质、冲突的程度、烈度、涉及的当事人、与
公益相关的程度、证据收集的难易等，都不完全一致，纠纷主体对于纠纷解决所寄托的希望和价值追
求也不尽一致，因此，应当提供多种机制供纠纷主体自由选择，以满足纠纷主体不同的愿望和需求。
由此也可以看出，民事纠纷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发生后并不是处在静止状态，机械地等
待解决，相反，纠纷主体是希望通过对该纠纷的解决，形成新的、也许是更高层次的生活秩序。因而
纠纷解决的过程，是纠纷主体继续生活、继续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要想取得最佳的预期效
果，必须首先选择最适合于该特定纠纷以及纠纷主体特定期望的解纷机制。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关系
可以这样理解：其一，它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种解纷机制是独立存在的，其功能各存，优劣互在
，相互之间不能替代。每一种解纷机制之所以被理论界认可其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同时在实践中也
长期相沿，久盛不衰，原因就在于各种机制都有各自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其他纠纷机制所不能取代的
。比如，纠纷的自我解决，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保密性，同时也不会剧烈地动摇纠纷主体间的和睦
关系或合作关系，能够和谐地维持纠纷主体之间长期存在的良好协作关系，此外就是节省费用。比如
在具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之间、具有上下级关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人员之间、相邻之间等发生了纠纷，
通过自我解决是最佳选择。再如小额纠纷、涉及利益较小的纠纷，也比较适合通过自我解决的方法予
以了断。这些纠纷由纠纷主体首先选择自我解决的机制加以化解，如果这种机制行不通，则选择次佳
的机制，如调解解决。如果调解解决不了，则说明纠纷已经激化到了利用纠纷主体自治的方式难以解
决的程度了，那么，只有将纠纷交付仲裁或诉讼作出准强制性的或强制性的裁断了。可见，各种解纷
机制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之间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从机能上说，它们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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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编辑推荐

附编的对应设计力图使《民事诉讼法学》成为国内第一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有机衔接与协调的民事
诉讼法学教材。每章由“本章提要”、“关键词”、“本章目次”、“正文”、“拓展阅读”五部分
组成。其中“拓展阅读”部分包括与本章内容相关的经典论文和经典著作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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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学》

精彩短评

1、虽然民事诉讼法刚刚修订，但师爷的老书还是有一番可圈可点之处。
2、人大也有,北大也有,孰知先后?汤老师的书,还是应该支持的!
3、这本书，理论性比价强
4、实体店面买不到，但是用没几次就脱胶了，书皮跟内容都快分家了
5、與一般程序法教材不同 這本偏重於理論的探討 比較引人思考
6、书很棒！值得一看！！
7、考研复习用这本书感觉象本论文集估计以后不会再看了
8、与老师要求的是一个
9、很好  书很正版
10、这是一本好书，系统、全面、详细的介绍了民事诉讼法知识，适合本科生研读！！！！
11、老师推荐的教材，内容很详实，书比较厚，需要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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