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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事诉讼是典型的规范性纠纷解决方式，作为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的结果，它是人类对于纠纷
解决方式的革命性创造。
诉讼制度的出现使得纠纷的解决能够在和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而且，由于有了公权力机关的主导
，诉讼程序更加专业化，纠纷解决的结果也更加确定，执行更有保障。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民事诉讼及其相关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
善，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民众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更有效地解决争议，保障人民的权益。
　　现行《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1年。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
的目标，“人权人宪”，司法体制改革逐步深入。
为适应保障人民权利和纠纷解决实践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其立法计
划，并于2007年10月28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此外，国家还制定了一些与民事诉讼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等。
在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也有不少与民事诉讼制度相关的规定。
例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中关于“诉前禁令”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处理程序的规定，《电子签名法》中关于数据电文证据效力的规定，《公
证法》中关于公证文书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的规定等。
这些法律、法规都属于广义的民事诉讼法，具有特别法的效力。
近年来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也有一些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规定，例如，我国1997年参
加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2003年缔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
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等。
　　为指导各级法院正确理解和统一适用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民事诉讼的司
法解释。
例如，《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
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
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民
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
的解释》等。
这些司法解释都属于“实践中的法律”（1awinaction），在学习本课程时应当予以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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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为依据，结合民事司法改革和审判实践，
阐述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程序制度，注重基础知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体现最新的立法、司法
和学术研究动态，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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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健全。
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鼓励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的发展，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四、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在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并存的前提下，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选择权
是必要的。
通过对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权衡与比较，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和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
纠纷解决机制，是现代司法的必然选择。
　　所谓民事程序选择权，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在纠纷解决过
程中选择相关程序事项的权利。
民事程序选择权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为满足当事人的个性化的利益需要而设计的制度。
①民事程序选择权的主体是当事人，以存在两种以上可供选择的、功能相当的程序机制为前提，主要
通过当事人之间在充分权衡其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合意来实现。
　　民事程序选择权直接源于程序主体性原则。
所谓程序主体性，是指当事人在纠纷过程中应当居于主体而不是客体的地位，诉讼的进程应主要由当
事人的诉讼行为而不是法院的职权行为推动。
根据宪法的规定，公民是权利主体，依法享有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诉讼权等基本权利。
为了保障国民的这些基本权利的实现，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肯定公民在法律上的主体性，赋予当事人在
法律程序中的主体地位。
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利益，不仅包括实体利益，而且也包括程序利益（如劳力、时间、费用等）。
作为程序主体，当事人应不仅可以请求法院实现其实体利益，而且可以请求法院维护其程序利益。
就法院而言，法院一方面应当赋予当事人发现真实（追求实体利益）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应当同时赋
予当事人促进诉讼（追求程序利益）的机会。
如果法院没有赋予当事人相当的机会，可能造成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受损，有害于当事人程
序主体地位。
近代以来，各国普遍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民事程序选择权。
　　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事程序选择权主要有如下几种：（1）选择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利。
各国民事程序法一般都承认，在发生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可自主选择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其
纠纷。
（2）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
（3）选择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权利，即使依法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也可以合意
选择适用简易程序。
（4）选择第一审程序与第二审程序的权利。
其目的是避免上诉审因程序瑕疵而将案件发回一审，致使当事人遭受程序上的不利益。
这种权利仅仅存在于上诉审程序中。
（5）选择结案方式的权利。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选择以判决、调解、和解、撤诉等方式结案的权利。
（6）选择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的权利。
这类选择权最为典型的表现，即在某些债权债务案件中，债权人有权选择督促程序或诉讼程序来实现
其债权。
（7）某些案件中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言词审理或书面审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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