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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无论是编撰人员的选配，还是内容的编排，都注重保持方法论选择的开放性，力争促进民事诉
讼法学方法论体系的多元化、立体化发展。
它在继续发扬传统的注释法学方法优势的同时，对法哲学、法社会学、历史法学、经济分析法学等法
学方法兼收并蓄，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选择、运用合理的研究方法。
针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过于注重纯理论探讨的缺陷，《前沿》系列将加强实证性分析，并使之与
纯理论探讨相互关照、互为支撑。
针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学与相关实体法学研究缺乏必要沟通的缺陷，《前沿》系列将力争合理借鉴相关
实体法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实现程序法与实体法在民诉法学研究和实践中的对照和呼应，在民
事程序法学与民事实体法学之间塑造一种系统均衡的状态，并启迪“系统论”的法学方法在民诉法学
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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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祖军，四川威远人。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在该校获诉论法学硕士和
博士学位。
1987年留校任教。
研究领域主要为民事诉论法、行政诉讼法、证据法和律师学。
主要著作有《民事诉讼目的论》、《民事诉讼法导论》、《仲裁法论》等专著，还有《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等教材十余种。
在《现代法学》、《法学评论》及《诉论法学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程序公正》、《论民事再审程
序》、《诉论效益论》等论文40余篇。
合撰本书第一章，撰写本书第五章。

    刘福泉，湖南人，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合撰本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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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诉讼制度的比较　第四节　我国第三人参加诉论制度的评介与完善构思第七章　民事诉讼代理人　
第一节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法定诉讼代理人　第三节　委托诉讼代理人　第四
节　民事诉讼模式与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关系　第五节　与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相关的几个问题第八章
　诉讼代表人　第一节　诉讼代表人制度概述　第二节　外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制度评介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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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诉讼主体篇》是西南政法大学《21世纪民事诉讼法学前沿系列》中的一部，其在
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外交资料的利用和一定程度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形成的《民事诉讼法：诉讼主体
篇》内容是丰富的，它不仅汇集了涉及本论题的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介绍了国外学者在该论
题上的研究信息，还有作者在这方面提出的大量的自己的的理论主张，并进行了充分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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