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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受西南政法大学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系列教材编委会的委托，我们组织编写了《民事诉讼法实务教程
》这本教材，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了来自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外，还有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等实务部
门的专家。
本教材编写体例较以往有很大不同，是以专题的形式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规则及实务操作等内
容全面展开。
本书由西南政法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唐力；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西南政法大学兼
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陈彬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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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事人的称谓，因诉讼程序和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中，起诉和被诉的主体被称为原告和被告。
在第二审程序中，原一审中的当事人被称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如果适用第一审程序再审，原审的原告和被告仍被称为原告和被告；如果适用第
二审程序再审，原审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仍被称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在特别程序中，通常被称为申请人，但在选民资格案件程序中，则被称为起诉人。
在督促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中，被称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在公示催告程序中，被称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在执行程序中，则被称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
当事人的不同称谓，一方面表明了其所处的诉讼程序和阶段不同，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因所处诉讼程
序和阶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义务。
 （二）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 1.诉讼权利能力 诉讼权利能力，又称为当事人能力，是指成为民
事诉讼当事人，享有民事诉讼权利和承担民事诉讼义务所必需的诉讼法上的资格。
诉讼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通常情况下，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才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如公民、法人。
按照通行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也可以有诉讼权利能力，成为民事诉讼中
的当事人。
例如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其他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有诉讼权利能力。
 公民的诉讼权利能力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权利能力，在存续时间上是不同的。
公民的诉讼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权利能力，始于成立，终于终止。
 2.诉讼行为能力 诉讼行为能力，又称为诉讼能力，是指当事人可以亲自实施诉讼行为，并通过自己的
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的诉讼法上的资格。
有诉讼权利能力但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人，虽然也可以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但却不能亲自实施
诉讼行为，而只能通过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由其法定代理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代为实施诉讼行为。
 有诉讼权利能力但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人，实际上只有公民，因为公民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
力在存续时间上可能会不一致，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同时产生，同时消
灭。
 公民的诉讼行为能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分类上，两者又不完全一致。
公民的诉讼行为能力采用两分法：有诉讼行为能力和无诉讼行为能力。
而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采用三分法：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
在民事诉讼中，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才有诉讼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公民都没有诉讼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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