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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民事诉讼法》于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作了第一次修正。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决定》，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
《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诉讼纠纷的新特点以及
民事审判改革的新进展对有关制度进行的完善，同时也是吸收法学界、实务界多年研究探讨的新成果
。
《民事诉讼与检察监督》主要围绕2012年的这次修改，同时结合2007年修法涉及的有关内容，对民事
诉讼制度和民事检察制度的完善进行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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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莉，安徽蚌埠人，法学硕士，中国检察学研究会检察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检察学研究会
民事行政检察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
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民事行政法律研究处处长，四级高级检察官。
参与编写《卫生法学基础》、《票据法实用教程》、《新金融法实务通解全书》、《诉讼法理论与实
践》、《新刑事诉讼法与诉讼监督》等，撰写法学文章三十余篇，在《人民检察》等核心法学刊物上
发表了《论我国妇女权益保障立法的完善》、《民事检察权行使的边界》、《论检察机关提起、参与
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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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民事诉讼编 第一章诚实信用原则 第一节在《民事诉讼法》中引进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依据 第二节
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第三节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 第二章管辖制度 第一
节级别管辖 第二节地域管辖 第三节管辖权异议 第四节新《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制度的完善 第三章 
回避制度 第一节回避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回避事由 第三节回避的程序 第四节新《民事诉讼法》对回避
制度的完善 第四章诉讼参加人制度 第一节诉讼代理人制度 第二节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五章督促程序 第
一节对债务人异议权的限制 第二节督促程序中能否适用财产保全 第三节当事人能否撤回申请或撤回
异议 第四节支付令申请费的标准和负担办法 第五节对错误支付令的补救措施 第六节督促程序与普通
程序的衔接 第七节新《民事诉讼法》关于完善督促程序的规定 第六章证据制度 第一节民事诉讼证据
概念及其种类 第二节人民法院在调查收集证据方面的职权 第三节民事诉讼举证责任 第四节民事诉讼
证明标准 第五节民事质证、认证制度 第六节 民事诉讼中无须证明的事实 第七节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 第八节 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第九节新《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完善 第七章送
达制度 第一节现行送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关于完善送达制度的意见和方案 第三节新《民事
诉讼法》对送达制度的完善 第八章保全制度 第一节 保全制度概述 第二节 新《民事诉讼法》关于保全
制度的完善 第九章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一节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性质 第二节妨害民事诉
讼强制措施的具体制度完善 第三节 新《民事诉讼法》对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完善 第十章普通程
序及特别程序 第一节审前准备 第二节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三节上诉审程序 第四节新《民事诉讼法》对
审判程序的修改完善 第十一章简易程序 第一节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简易程序设计 第三节新《
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完善  第十二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节审判监督程序的构造基础 第二节审
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第三节审判监督程序的发动主体 第四节关于对再审的限制 第五节关于具体制
度的完善 第六节新《民事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 第十三章执行程序 第一节民事执行立法的
基本制度 第二节执行的具体程序制度 第三节新《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程序的完善 ⋯⋯ 民事检察监
督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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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证人证言 证人是指知晓案件事实并应当事人的要求和法院的传唤到法庭作证的人。
证人就案件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称为证人证言。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人制度过于原则，实践中对证人证言的重视也不够，大大地削弱
了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对于如何完善我国的证人制度，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既没有规定证人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也没有激励证
人出庭作证的辅助制度（比如证人安全保障制度、证人获取报酬的制度等），导致审判实践中证人出
庭作证的情况很少，极不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
为了从制度上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充分发挥证人在发现案件真实中的作用，至少应当在立法上就以下
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第一，明确规定证人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对证人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
惩戒办法主要有罚款、拘传、拘留等；第二，明确规定在某些场合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如存在
配偶、亲属关系，或者由于职业、职务、身份关系等；第三，完善证人作证的方式，如应采用口头方
式，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评论性语言等；第四，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时的补救措施，如
果该证人的证言十分必要，可以由审理本案的法官或合议庭委派的法官前往证人住所对证人进行询问
。
 有学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第一，规范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程序，法
律应明确规定主要实行证人出庭作证，应将提供书面证言的证人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第二，强化证
人出庭作证的措施，对不愿出庭作证的证人处以罚款、拘传、拘留；第三，建立宣誓和伪证惩罚制度
，宣誓内容包括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如实向法庭作证，承担作伪证引起的法律后果等，对于故意作
伪证的，要从严处理；第四，严格保护证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证人因作证耽误了工作，应由当
事人对其误工损失、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进行补偿。
 有学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第一，立法要明确界定证人的范围，建立证人
适格制度；第二，在一般性规定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还应有相关的证人特权规则或例外规定，如因
身份关系、公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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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与检察监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诉讼纠纷的新特点以及民事
审判改革的新进展对有关制度进行的完善，同时也是吸收法学界、实务界多年研究探讨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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