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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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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近年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中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在此期间，我国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司法解
释。
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变动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制度、民事再审程序、强制执行程序以及
破产程序上。
民事诉讼是程序法与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民事实体法律制度的修订亦会影响到本教材的部分内
容。
为了使教材能够适应我国法律变化的需要，我们决定对本教材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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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四节 公力救济：行政裁决、民事诉讼公力救济机制主要包括行政裁决和民事诉讼。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或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只能对特定的民事纠纷依职权解决。
在民事解决纠纷领域，民事诉讼是主要的公力救济机制。
一、行政裁决解决民事纠纷我国许多法律直接规定了行政机关或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依职权解决特定
的民事纠纷。
比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商标法》第41条、第43条和第53条；《专
利法》第60条；《婚姻法》第11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等。
以行政裁决处理民事纠纷应当采取法律明定原则。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政机关或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不得以行政裁决处理民事纠纷，以免行政机关
滥用权力侵害民事纠纷主体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只能依法通过和解、调解、仲裁或者民事诉讼来解决民事纠
纷。
比如，《产品质量法》第47条规定，因产品质量发生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
或者民事诉讼来解决，但是没有规定可由行政机关以行政裁决来处理，那么此类民事纠纷则不得以行
政裁决来处理。
以行政裁决处理的民事纠纷，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或公益性（比如有关专利、商标、环境①、反垄
断、消费者权益的纠纷等）。
专业性要求由具有相应职能的行政机关解决，较能满足纠纷解决的专业性、妥当性的要求。
比如，商标争议的专业性为行政裁决增加了正当性，因为处理工业产权方面的争议需要专门知识。
公益性要求以行政裁决快速处理，较能满足及时保护公益的需要。
一般说来，国家行政机关负有维护公益的职责，所以行政裁决的民事纠纷多具有公益性。
②至于纯粹私益的民事纠纷由于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而不应以行政裁决来处理，据此我国法律有关赔
偿的责任和金额以行政裁决来处理，应当说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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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第2版)》是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推荐教材
·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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