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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包括民事诉讼制度概述；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审判权、审判组织和审判制
度；诉与诉权；诉讼法律关系和诉讼行为；民事案件的主管和管辖；诉讼参与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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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民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一）民事纠纷的概念纠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
人类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各种性质的社会纠纷。
纠纷有害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和规则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调整彼此之间的
社会关系，于是产生了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
在民事领域内，基于私权自治的理念，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
在平等主体之间，以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内容的纠纷，则属于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社会成员往往是依靠
个体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纠纷，这种没有中立第三方加人的纠纷解决方式被称为私力救济，亦称自立救
济。
有的纠纷能够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和解解决，但是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依靠武力以同态复仇为特点
的暴力自决方式，带有很强的野蛮性。
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将会引起矛盾升级、激化，甚至是引发暴力。
为了维护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秩序，国家强制性地禁止私力救济，运用公权力，通过设置专门的国家
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规则，强制性地解决纠纷。
这种方式被称为是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也是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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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是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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