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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系列教材”之一，是针对高职高专教育的总体教
学要求编写的。
　　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实务是高职高专法律类专业的必修课，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为了更好地探索高职高专教育规律，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本书从体例、内容设计上作了改
革，即在内容上力求反映应用性的特点，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培养其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以及自学能力和认识事物的创新能力，以满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求。
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高职高专教育培养实用性人才的目的。
我们希望在教法上使学生积极参与，因此在编写这部教材时力图突出案例分析和技能训练教学的特色
。
　　本书按民事诉讼法体系结构，分十四章授课，便于教师选讲，以适应高职高专不同专业的教学需
要。
学习民事诉讼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应用，为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教师讲解清楚各法律法规的基本概
念，更需要结合案例分析，提高学生对各类法律法规的应用能力。
为此各章专门设计案例分析，供课堂讲授或课堂讨论，每章后设计了较为丰富的技能训练，用于巩固
基本概念、进一步培养案例分析能力，以期提高学生的实务应用能力。
　　本书由高桂英主编，郝保英、池云霞副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的作者为（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郝保英：第一、三、五、七章；任树琴：第二、四
、六章；乔芬：第八、十四章；池云霞：第九章；高桂英：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
本书特聘山西大学法律职业学院副院长董文才主审。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河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石家庄市法商职
业学院、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等院校、高职院校有关专家、教授、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
谨表衷心感谢。
　　本书是编者们在高职高专教育中的探索，也是经验总结，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
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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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实务/银领工程》由有关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法律专业教育改革试点院校编写
而成。
根据民事诉讼法体例结构，分十四章编写。
突出了案例教学和技能训练。
各章设计了技能训练，除了巩固概念类的习题外，还设计了案例分析，以期达到培养实际能力的目的
。
　　《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实务/银领工程》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
成人高等院校、本科院校二级学院、本科学院高职教育法学、律师专业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实务课的教
材，也可供五年制高职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及其他有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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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非讼事件的含义　　所谓非讼，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即不具有争议的事件。
非讼事件是指利害关系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某种事实是否存在，从而
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案件。
非讼事件只是为了确定一种法律事实，不是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虽然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二
者不是对立的争议主体，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确认某种法律事实的目的，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为了自
己的利益，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被申请人的利益。
外国立法和理论中，关于非讼事件有一个共同规则，即采取职权原则，该原则有两层含义：其一，法
律大多规定检察官和利害关系人均有权提起非讼案件；其二，一旦进入非讼案件程序，人民法院即依
职权进行诉讼行为，不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举证责任规则，而是由人民法院调查事实及必要的证据。
　　二、非讼事件的特征　　第一，从主体上讲非讼事件只有一方当事人而没有对抗当事人，是某一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就某种权利或法律事实存在与否请求人民法院加以认定的案件。
解决这类案件的目的在于从法律上对某种权利或事实状态的存在与否作出评价，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争
议，并保障有关主体的民事权利顺利行使。
　　第二，从内容上讲非讼事件是没有争议的案件。
非讼事件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只是申请人民法院通过特定的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
　　三、非讼事件的范围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下列案件属于非讼事件的范围：　　（一）特别
程序审理的案件　　特别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某些非民事权益争议案件所适用的特殊审判程序。
特别程序不同于审判一般案件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它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是我国民事诉
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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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更好地探索高职高专教育规律，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实务》
从体例、内容设计上作了改革，即在内容上力求反映应用性的特点，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
论知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自学能力和认识事物的创新能力，以满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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