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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汤维建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
修改与完善”的中期成果。
本书分基本理念编、重要制度编、审判程序编和执行制度编四编，共二十二章。
 本书的“理念编”共七章，以“总——分”的结构对民事诉讼的理念进行了十分周全的阐明与解释；
“制度编”共七章，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现行体例依次对七个专题进行了探讨；“审判程序编”共
六章，涉及审前程序、第一审程序和再审程序；“执行程序编”共两章，第二十一章指出“执行难”
是一个牵动全社会注意力的、长期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特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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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协会常务理事、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专题研究>>

书籍目录

基本理念编　第一章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理念　第二章 哲学范式转换视野下的司法价值观　第三
章 司法改革的人本主义向度　第四章 民事诉讼程序的能与不能——程序利益保护观念下的程序与实
体关系思考　第五章 程序利益的法律解读　第六章 正当期望与程序选择——当事人运行程序的两个
基础性要素解读　第七章 交换的正义与分配的正义——纠纷解决途径的正当性基础解读重要制度编　
第八章 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　第九章 论民事诉讼中的参审制度　第十章 滥用诉权及其合理
规制　第十一章 民事证据契约研究　第十二章 民事案件审理期限制度初探　第十三章 诉前责令停止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制度化及其未来走向　第十四章 民事诉讼救助制度的比较视角审判程序编　第十
五章 论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模式转变　第十六章 小额诉讼程序的基本理念及制度建构　第十七章 从
模式比较的视角看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第十八章 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新发展及其展望　
第十九章 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的定位及完善　第二十章 论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执行制度编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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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理念　　放眼全球的法律实践，不难看出司法改革乃是各国法制
变革运动中的核心内容，司法改革成为21世纪各国法制建设的普遍性话语，也是表现于上层建筑层面
的重中之重。
司法改革之所以在新的世纪之交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普适性课题，其缘由是错综复
杂的，各国所表现出来的改革势头和方向以及由此所出现的难易程度也是不尽一致的。
但在此过程中，有一点是各国所相同的或者是不谋而合的，这就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摒弃了本国中
心主义的思想，甚至不惜与传统的法律思维发生根本性的分道扬镳，而谦和地审视表现于异域中的法
制建设经验，以法律移植或法制借鉴为思维的中介，力图全面地了解他国　法制特质和优势，并由此
缕析其可汲取之处，为本国的立法和司法所用，从而较大幅度地改善本国的法治环境和司法实践，提
升本国法治的现代化水准，强化其适用价值和前瞻意义。
在此过程中，一个很难避开的法制改革内容，便是对本国民事诉讼法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和完善。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成为各国司法改革战役中的主战场之一，其司法改革的成效如何，主要在包
括民事诉讼法在内的诉讼法制中映现出来，民事诉讼法成为各国司法改革是否获得预期效果的晴雨表
。
　　撇开清末变法时期制定的未及生效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以及民国时期的短暂的《民事诉
讼法》不论，我国法典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问世，在此前，我国并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法院审判所依循的程序乃是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则汇编，“文革”中司法机关不
复存在。
198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深受前苏联立法的影响，其只能存活于高度集权
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和背景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育成熟和定型，该部以“试行法”
名义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试行)》便不得不改弦更张，以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提升
和充实为主旨而进行了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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