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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伟教授长期致力于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厚的理论素养、敏锐地发现问题和睿智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了富有个性
特色的学术品位和学术思想，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从而无可争议地成为新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缔造者之一。
    本书选取了江伟教授五十年从教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
这些论文不但集中反映了他对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以及在民事诉讼基本理论
、当事人理论、证据制度、保全制度、民诉程序、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强制执行法和非讼解决机制
等方面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突出反映了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在逐步体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历程中最
具意义的理论探讨和最具影响力的程序制度设计，体现了民诉法学研究视野和坐标的转向，研究领域
的扩大以及研究问题的深化。
有助于对民事诉讼法学感兴趣者通观其全局，掌握其前沿，领会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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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司法部公证律师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诉讼法论丛》主编。
长期致力于民事法学尤其是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法学家，新中国民
事诉讼法学的重要奠基人之
    江伟教授1930年10月生于河南省开封市，解放战争时期参军，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并
留校任教至今。
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法、破产法、公证法、仲裁法、人民调解制度。
自1979年以来，参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破产法》、《民事证据法》、《强制执行法》、《仲裁
法》、《公证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票据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修订或论证工作
。
曾先后被聘任为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海南大学、湘潭大学、中央政法管理
干部学院、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特聘/客座/兼职教授。
多次应邀赴美国。
日本和我国香港。
台湾地区等地讲学、访问。
多次主持和承担国家级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论著数十部，其中多部专著。
教材及多篇论文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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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探索与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上卷　一 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　　（一）发
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　　　1 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　　　2 民事诉讼法概说　　　3 
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　　　4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5 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
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　　　6 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及其主要缺陷——兼论
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　　　7 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　　　8 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　　
　9 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　　　10 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　　
　11 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　　（二）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
总体思路　　　12 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　　　13 走向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　二 民事
诉讼法学基本理论　　（一）诉权论　　　14 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　　　15 论股东诉权　　
　16 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　　（二）诉讼标的论　　　17 论诉讼标的　　　18 请
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之关系重述　　　19 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制度保障　　（
三）既判力论　　　20 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21 论判决的效力　　（四）诉权与审判权关系论　
　　22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　　（五）诉讼法律关系论及程序
保障观　　　23 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24 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　　　25 民事诉讼程序之
协调与整合探索与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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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发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1 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 江伟 刘家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通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后，为了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在加紧草拟民法和民事诉讼法。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同时提交人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是否也一定要求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同时颁布，民
事诉讼法可否先行颁布施行呢？
这里就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关系、民事诉讼法这个法律部门的特点以及一些国家的先例，谈谈我们的
一些看法和建议。
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主从关系或依附关系按照法学理论对某些法律部门的分类，规定行为规则和权利
义务的法，称为实体法；规定诉讼规则和程序制度的法，称为程序法。
民法、刑法和实体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为程序法。
马克思曾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作了论述。
他说，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
联系一样。
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
的表现。
马克思在这段话里，强调实体法与程序法应当贯彻同一精神，强调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目的在
于批判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揭露资产阶级把审判程序只是当作一种没有内容的形式。
他进而指出：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结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么这种空洞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
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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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索与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上下卷)》作者江伟教授长期致力于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
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厚的理论素养、敏锐地发现问题和睿智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了富有个性
特色的学术品位和学术思想，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从而无可争议地成为新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缔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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