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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已经通过《关于
修改的决定》，自2013年1月11日起施行。
为 了配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学习和实施，便于理解和把握立法原意，清华
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张卫平教授组 织编写了这本《新民事诉
讼法专题讲座》。
本书分十八讲对修改后的民事诉
讼法相关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介绍了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背景及相关 法学理论观点。
《新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力求准确、通俗地阐释民事诉讼
法的内容，使法律从业者迅速掌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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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卫平，男，山东人，1979年考入原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3年本科毕业。
1986年研究生毕业留校执教。
1993年从讲师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
同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和一桥大学法学部学习。
1996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同年任《现代法学》主编。
1999年初调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至今。
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代表著作：《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1992）、《破产程序导论》（1993）、《诉讼构架与
程式》（2000）、《探究与构想：民事司法改革引论》（2004）、《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2005
）。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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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明文化、法定化的意义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
 三、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主体范围
 四、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情形
 五、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
第二讲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一、立法沿革与修法背景
 二、作为基本原则的检察监督
 三、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
 四、检察监督的范围-
 五、检察监督的配套制度
第三讲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一、管辖条款修订的内容综述
 二、管辖条款修订的背景与依据
 三、管辖条款修订的评价
 四、管辖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第四讲 回避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一、新增审判人员不当行为引起的回避事由
 二、回避一般法定情形的扩大依靠新的解释论
 三、关于无因回避及回避申请主张的具体化与举证责任
第五讲 公益诉讼：制度建构和法理
 一、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背景和过程
 二、比较法视野下的公益诉讼机制
 三、公益诉讼的中国实践
 四、公益诉讼的程序塑造
 五、公共利益保护的多方参与
第六讲 第三人撤销之诉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概念、性质、目的
 二、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
第七讲 电子时代的证据新形式——电子数据
 一、关于电子证据定位问题的争议综述
 二、新《民事诉讼法》对电子证据的定位
 三、电子数据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及其适用
第八讲 举证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一、举证制度的沿革
 二、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三、举证时限
第九讲 民事诉讼中的保全程序
 一、本次修改的主要内容
 二、民事诉讼保全的程序及其适用
 三、实践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第十讲 送达制度：实践逼出的改革
 一、修正案对送达制度的改革
 二、送达制度面临的实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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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修法过程中的争论
第十一讲 ‘虚假诉讼的规制与救济
 一、立法背景：虚假诉讼的蔓延及其危害
 二、立法状况：虚假诉讼的法律规范调整
 三、虚假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四、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五、虚假诉讼的救济
 六、虚假诉讼的相关问题
第十二讲 民事立案受理制度修改与完善
 一、现行法与修正案的比较
 二、民事立案受理制度的评析与思考
 三、民事立案受理制度的完善
第十三讲 调解制度：现实与理想间的妥协
 一、修正案对调解制度的变革
 二、司法调解制度的发展脉络
 三、争论之一：法院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四、争论之二：诉调对接和司法确认的程序
 五、调解制度修订的评价
第十四讲 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法理
 一、审判公开与裁判公开
 二、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的解读
 三、裁判文书公开的功能和意义
 四、裁判文书公开的司法实践
第十五讲 民事诉讼中的小额诉讼程序
 一、小额诉讼的特征
 二、小额程序的理解与适用
 三、小额程序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第十六讲 司法确认与实现担保物权程序
 一、司法确认程序
 二、实现担保物权程序
第十七讲 转型中的再审程序
 一、立法沿革与本次修法背景
 二、再审事由的再完善
 三、再审的管辖、审查和审理程序
 四、再审对象
 五、审判监督程序启动方式的再协调
第十八讲 民事执行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一、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概述
 二、我国关于民事执行制度立法的历史回顾
 三、2007年《民事诉讼法》执行部分的解读
 四、新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程序的修改
 五、民事执行立法的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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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小额程序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小额程序实践中的宏观问题是指小额程序作为一种诉讼程序，在实践运行中的总体发展方向和趋势未
能与立法目的相符，有偏离原立法目的、影响小额程序在我国诉讼程序体系中应有功能的情形。
这些问题可以视为实践中小额程序的宏观问题，概括而言有下列三种趋势： 第一，小额程序非讼化。
小额程序首先应当是一种审判程序，是我国审判程序体系的组成部分，小额程序作为一种诉讼程序是
不容置疑的。
虽然我国的民事诉讼一直强调调解的作用，但是民事诉讼法总体上仍然是诉讼法而不是调解法，这一
点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
的确，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突出强调了调解的作用，在《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
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这一规定意味着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阶段就开始对当事人进行调解，加强了民事诉讼法的调解原则
。
但是，该条但书部分也同时反映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权利，体现了立法者对调解适用的权衡。
另一方面，原《民事诉讼法》第16条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规定在此次修订过程中被删除，同时在第
十五章特别程序中新增第五节，关于“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规定。
这一规定意味着，民事诉讼程序与调解程序衔接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完善就要求理顺诉讼程序和调解
程序相互之间的关系，否则一方面完善了“诉调对接”，明确了诉讼和调解的功能划分；另一方面人
民法院又继续大力调解，担当人民调解的角色，这样做不利于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发展，同时
也浪费了司法资源。
因此，在小额程序中，应当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不能过分强调和夸大调解在小额程
序中的作用。
 从2011年5月至今在部分基层法院的小额速裁的实践现状来看，就存在着明显的小额程序非诉化的倾
向。
根据个别法院反映，小额速裁的案件大部分是以调解或撤诉解决，有个别法院小额速裁案件的调撤率
甚至高达99％以上。
假若小额程序在日后的实践中仍然强调调解结案，那么设立小额程序所希望实现的便利当事人解决纠
纷、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目的均不能实现。
这是因为：首先，以往小额速裁所规定的一审终审没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各基层法院为了规避风险
，往往趋向于以调解结案；现在本条已经明确适用小额程序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对小额案件作出判
决时，以往的风险已不复存在，仍然强调调解的作用则难以显示其正当性。
其次，以往强调在诉讼案件中进行调解，涉及到调解案件不能上诉、不能再审等因素的考虑。
对于小额程序而言，由于实行一审终审，也不存在上诉的问题。
至于再审的考虑，由于此次修订时已明确调解书属于再审的范围，那么小额程序不论是采用判决结案
还是采用调解结案的方式，其结果都有可能进行再审审查的。
上述两点表明，在小额程序中采用调解结案并没有比判决结案节省司法资源，提高效率。
相反，从实践经验来看，调解结案所消耗的司法资源并不比判决结案要少，在个别情形下甚至更高于
后者。
假如在小额程序中仍然强调调解的作用，一方面有可能降低诉讼效率，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当事
人所冀望通过小额程序节省诉讼成本和快速裁决纠纷的愿望将会落空，这些都对小额程序的效力、权
威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在小额程序运作过程中必须慎防小额程序非讼化的倾向。
 第二，小额程序相对化。
小额程序相对化，是指在实践中小额程序被虚化即被虚置的可能。
小额程序相对化的成因主要有几方面：（1）小额程序作为一种新的诉讼程序，当事人对其认识和信
心不足；（2）小额程序一审终审，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都对其有所顾虑；（3）小额程序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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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善之处有可能在实践中由于操作失当而导致其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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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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