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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颁布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至今已二十余年，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有了巨大
的进步，伴随着国家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作为反映法律发展和法学成果的大学法学教材当然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更新。
此次我们对1994年出版的《民事诉讼法学教程》进行修订就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
刘家兴教授是北京大学民事诉讼法的学科开创者，也是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不
仅亲自参加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立法工作，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教材建设任务十分紧迫之时，编著出版了《民事诉讼教程》
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供本科教学使用。
这本教材吸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当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
民事诉讼法学科的建立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法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多所高
校民事诉讼法学教学的指定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颁行以后，刘家兴教授又带领当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批青年
教师和研究生，编写了《民事诉讼法学教程》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这本教材在体系和结构上都有所创新，在内容上充分吸收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成果，并且在诉的
性质、审判权和诉权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和民事检察监督、诉讼制度和审判程序的关系等具体制度问题
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本教材自从付梓以来，由于体系清晰，语言简明，论述充分，一直受到读者的厚爱，是北京大学和
其他多所高校在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该教材已经多次重印，在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该书的重排本，使其在版式设计等方面更
加美观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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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新发展和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司法实践的新的发展变
化而修订的，它保留了前两版书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更新，是一部适合高等院校民事诉讼法学
教学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本书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最新的立法和司法成果修订而成的，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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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民事诉讼与和解、调解、仲裁的关系当事人发生了民事权益争议，解决的渠道是多样的，他们既
可以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和解，也可以共同请求第三方从中主持说和——调解，还可以请
求仲裁机构作出公断——仲裁，当然，请求司法保护——民事诉讼，也是一种选择。
但上述四种民事争议的解决方法从性质到结果看都有一定差别。
第一，从参加者看，和解只有双方当事人参加，调解（这里指诉讼外调解），则除了当事人外，有主
持调解的人民调解员或其他公民参加，仲裁则是由仲裁员主持，民事诉讼则是由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
主持。
第二，从程序上看，和解与调解没有严格的法定程序，仲裁与民事诉讼则有严格的法定程序。
第三，从争议解决的方法上看，和解与调解得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仲裁则由仲裁员作出公断
，民事诉讼则是由审判员作出裁判。
第四，从争议解决的效力上看，和解与调解达成的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达成协议之后反悔的
，还可以请求司法保护；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一般是终局的，但有的在一定期限内，如当事人不服
，则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如我国的劳动仲裁；法院所作的判决，如果是终局的，或当事人过了上诉期
而未提出上诉的一审判决，则发生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可就该争议再次要求法院或其他机构解决。
一、民事诉讼法的概念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民事诉讼法，就是国家制定的、规范法院与民事诉讼当
事人的诉讼活动，调整人民法院与诉讼参与人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这一概念，基本上反映出了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内容，但还不够完整。
正如我们在阐述民事诉讼的内涵中所说，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活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是民事诉讼
的现象，决定这一现象的本质是民事审判程序制度，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内容，是民事审判程序制
度。
因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是国家制定的、规定民事审判程序制度，以规范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
活动以及调整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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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学教程(第3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基础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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