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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和仲裁是解决民商事法律纠纷的两种重要方式。
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之下解决纠纷的活动，民事诉讼法则是调整这
一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也是程序法。
传统观念认为诉讼法只是为了保证实体法关系的实现而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法律，只能作为实体法实现
的工具。
固然，诉讼法与实体法有密切的关系，诉讼法要实现实体法，但是诉讼法作为程序法也有自己独立的
价值。
对于程序价值的追求远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产生于英国的自然正义理论，近也可以从近几十年盛行于
美国的正当程序理论略窥一二。
前人的不懈追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法谚。
诸如“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公平、正义和效率是三大诉讼法共同追求的目标，自然也是民事诉讼法的目标。

　　三大诉讼法由于调整对象的不同而具有较多的特殊性。
从三者的相互关系看来，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具有较多的共通点，而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
诉讼法中对于行政诉讼的问题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因为调整的是刑事诉讼，解决的是打击犯罪过程中的问题，因此在诸多方面与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有较多的不同。

　　从体系上看，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程序、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并且对这些程序所涉及的一些
基本问题、共同问题以总则的形式作出规定。
总则部分规定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主管和管辖制度、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调解制
度、诉讼保障制度；诉讼程序以一审、二审、再审程序而展开；非讼程序包括特别程序、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执行程序首先对执行的一般问题，如执行开始、执行管辖、执行措施等作出规定，然
后又就执行中可能遇到的特殊问题作出规定，如执行异议、执行和解、执行担保、代位执行等。
总的说来，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立法价值和体系展开的，本书也是基于这样的结构而编写
的。
因为本书的读者对象特殊，《民事诉讼法》以注释式的方式对我国民事诉讼法进行了演绎。
本书不看重对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探究，而着眼于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因此，就本书的使用，我们主张注意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于中国民事诉讼法的学习应当重视理论学习与法律条文学习的结合。
本书所涉及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主要是围绕着民事诉讼法现行法律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而展开的
，主要的目的在于阐释这些法律条文。
虽然本书的主要任务是注释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但绝不是对法条文义的简单解释，而是从事诉讼法
理论的角度，从法律条文所建构的法律规则、制度角度进行解析。
因此在本书的使用过程中，希望各位读者重视理论阐释和法律条文结合的学习。
而本书的理论阐释既是对法条的立法基础的探索，也是对法条的立法意图的探究。
从注释法学的角度来讲，法条是民事诉讼法部分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对于法条的理解几乎是本书的
全部内容。
《民事诉讼法》力图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对某一个奇怪的法条为何
会如此规定不甚明了，查阅一些理论性著作也可能一无所获，而本书希望在这些方面给读者一些帮助
。

　　第二，注重体系化理解中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具体程序规则，民事诉讼法应当说理解起来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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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简单，但它的主要问题是比较琐碎。
但这些表面上看似琐碎的制度其实都蕴含着一条主线。
如果我们仅仅从单一法条入手，所有的理解和记忆仅停留在单一法条孤立掌握的层面，那将是远远不
够的。
民事诉讼法本身仅规定具体的办事规则，细致地规定了在诉讼程序中遇到什么情部应当怎样解决，如
果我们将学习的着眼点放在这些微观的规则上而忽视了这些规则构建的体系，那么就会感觉比较混乱
。
因此要对这些规则进行体系化，任何一个规则都要放在整个民事诉讼法体系中去把握，将多个法条以
一个线索串起来，全面把握法条的规定，正确理解某一项民事诉讼制度，乃至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全貌
。

　　《民事诉讼法》在保持民事诉讼法整体框架的同时，打破了单线的写作方式，加强了对相关知识
点的综合比较和归纳，帮助读者全面把握法条的规定，以理解民事诉讼中的逐项规则、制度为目标，
以期对各位读者学习民事诉讼法有所裨益。
另外，本书还介绍了仲裁法律制度。
仲裁是解决民商事法律纠纷的另一种重要方式，由当事人协商选择的社会第三方力量介入以解决纠纷
。
本书主要探讨了仲裁法的基本问题，如仲裁法的基本原则、仲裁机构等，以及仲裁程序制度，如仲裁
程序的启动、仲裁案件的审理以及法院对仲裁的支持和监督制度。
与民事诉讼法部分一样，这一部分也是以仲裁法的法律条文文主线，结合仲裁法理论，对中国仲裁制
度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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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读者本位法学教科书的三个品质社会上与校园里能够读得下去法学著作的人群，大概基
于两个因素，一是兴趣；二是应试。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但对于教科书而言，关键是要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可惜这一点现有的教科
书普遍做得较差，关键是没有成为著作者的一个自觉意识。
应试是一个学习的硬要求，时下法科学生在其研习法律的生涯中会面临各类法律考试。
如果为应试而努力学好法律，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坏事。
基于这一背景考虑，本系列教科书努力塑造三个品质，将自己定位于往三个方向努力。
1.注释法学。
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学进行了回顾、总结与展望，当然也包括批判，在
某些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其中之一就是学者普遍感觉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法学存在着一种“法条主义
”，或称“注释法学”、“诠释法学”。
这种“法条主义”所对应的法学表征大致指向部门法学的基本法学操作。
从法学研究的进步来看，注释法学的研究倾向有贡献但局限性也非常大。
需要说明的是，从事法学研究尤其是高端前沿性法学理论研究的从来都是且将来也是象牙塔里的极少
数人，绝大多数的习法者是要从事具体法律职业的法律人甚至是仅仅需要掌握一些实用性法学知识的
人，对于他们的学习需求来讲，某一个法律制度的历史变迁、学说争议、比较法分析与外国法的最新
发展真的是关联性很低，他们最需要了解与掌握的就是中国现行法的规定及其具体应用。
而教科书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一需求，就要牢牢把自己定位于中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注释者”、“
诠释者”。
2.应用法学。
法律尤其是部门法本来就是调整社会生活的规范，具有对社会生活强烈关注的内在秉性，对解决社会
经济生活的实际的的具体的个案的问题牵挂在心，是教科书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仅仅注释、诠释中国现行法律制度还不够，还要讲清楚这些规则如何地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关联
、每一条规则是解决怎样的实际问题的。
唯有如此，教科书才算言之有物，也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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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众合教育核心课程教材系列:民事诉讼法》一切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以读者与爱教育者
为本位的法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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