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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是·套基础性的以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材，适用于
声大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可适用于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
该套教材有以下特色：　　基础性：立足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法
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筒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实用性：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侧重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
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
　　创新性：内容和体例开拓创新，义内设计了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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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平安，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获得者，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重点学科诉讼法学术带头人。
著有《民事证据初论》、《中国民事诉讼》、《程序正义初论》等；主编各种法学教材四十余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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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就主体个性原因而言，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
民族习俗的差异，文化涵养的差别，法律知识的多寡，品格秉性的不同，加之利益的诱惑刺激和视角
的多重性，不同的人们对同一过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有时又会激起矛盾与冲突。
就人的主观而言，认识是有限的而世界是无限的，人的主观要符合千变万化的客观是相当不容易的，
不符合便会产生矛盾。
二、民事纠纷的特点民事纠纷就本质而论是利益的暂时冲撞，上升至法律层面分析就是民事权利义务
的争执。
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纠纷大体上有下列特点：1.纠纷主体的平等性。
民事纠纷是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和公民与法人之间产生的纠纷，无论其主体身份地位存在多大的差别
，也无论是中、外公民或是中、外法人之间出现的矛盾，纠纷主体始终置身于市场经济之中，是在经
济生活平等交往中或者是文化交往或者是社会交往中基于各种原因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纠纷主体之间
不存在命令、服从或上下、隶属关系，也不存在尊、卑、贵、贱之分。
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纠纷内容的特定性。
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民事纠纷，从程度上说尚未激化为刑事犯罪，从质上说并非是无益之争而是民事
权利义务之争。
民法理论将这些权利义务高度概括为财产权利义务和人身权利义务。
质言之，任何民事纠纷要么是财产权利义务之争要么是人身权利义务之争。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
民事纠纷主体的平等性和内容的特定性，决定了主体对其内容具有处分权能。
基于不同的理由和动机，主体可以主张权利，也可以让渡权利，甚至可以放弃权利。
4.民事纠纷的可平息性。
既然是民事财产权利义务或人身权利义务之争，主体又享有处分的权能，因此，无论民事纠纷的内容
多么复杂，纠纷情节多么曲折，多数或大多数民事纠纷是可以采用和平的方法平息和解决的。
如何看待民事纠纷？
是好？
是坏？
或者不好不坏？
在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言之，有三种说法：第一，认为民事纠纷是一种破坏力量。
一个社会必然需要一种秩序，所谓秩序是：“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连续性和确定性。
”出于人的本能和社会统治者的权欲需求，总是希冀有序和规范。
纠纷则意味着失范和道德规范的失衡，而失范与失衡如同一种病症，“由于社会是以有机体的形式存
在的，它的整个器官和组织相互协调地发生联系，可以为各种需要提供必备的功能，社会机体在相互
匹配的结构模式中，始终处于正常周转的状态。
失范却意味着对这种社会整合模式的分解和破坏。
在集体意识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经济生活的非道德取向使普遍的公共生活产生了危机，造成了
结构失调和功能紊乱”。
听任纠纷的延伸与恶化，整个社会迟早将寿终正寝。
所以，纠纷是恶，是失范，是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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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第3版)》：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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