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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系列丛书之一。
编写过程中，作者坚持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实际出发，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民事诉讼法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2008年4月1日施行）为依据。
全书体例上，新颖、简洁、合理。
内容上，推陈出新，注重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有机结合。
既有对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知识全面、准确的阐述，也有对相关的法律前沿问题的研究。
《民事诉讼法学》体现了较强的实践性和广泛的应用性，是当前高等法学教育和从事相关法学研究的
理想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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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集中审理原则（一）集中审理原则概述民事诉讼上的集中审理，又称为不间断审理，是指法官对
案件的民事审判活动应当持续地、集中地进行，待终结之后再审理其他的案件。
这一原则的精神在英美法系的审判制度上得以广泛地体现，它与陪审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陪审团的召集需要较高的成本，这就要求案件在相对集中且尽量短的时间内完结，另外，这些非职业
审判人员的思维也可以具有连续性而不被任意中断。
集中审理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立法上也普遍得到了明确的设立。
不过，我国的诉讼立法并没有确立和遵循集中审理原则，只是在对审判期限加以限制等个别方面对这
一原则的精神略有体现。
应该说，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有待明确设立并普遍遵循集中审理原则。
这一原则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集中审理有利于实现案件的快速审判，可以防止诉讼拖延
，这样便使得审判人员集中精力处理案件，及时查明案件事实，以较高的效率来获得公正价值的实现
。
2．集中审理可以避免审判活动的间断、反复进行，有利于保障审判程序的安定性，可以尽快确定诉
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状态，防止为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讼累。
3．集中审理有助于保证审判人员对案件依其准确、新鲜的思维活动作出裁判，以实现审判的公正。
避免因时间拖延造成记忆冲淡和认识模糊，影响裁判的正确性。
4．集中审理还有利于直接言词原则的贯彻实施。
直接言词原则的适用阶段都是在开庭审理阶段，连续、集中对案件进行审理。
集中审理要求在开庭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为直接言词原则的适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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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其宗
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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