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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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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庆祝西南政法大学创办60周年，编者选编了这本文集，这些文章是从1982年至2009年发表的近百
篇文章中选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而成的。
从目录中可以看出，本书包括了六编43篇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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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怡 
    男，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副博士学位。
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土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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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改革开放31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人才培养工作从起步、发展到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培养体系。
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高校扩招和高校合并的高等教育发展背景下，各地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学院（
系）民事诉讼法硕士、博士授予点稳步增多，民事诉讼法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于1995年首次进入中国人
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全国形成若干民事诉讼法学人才培养基地，例如，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科（包括刑事诉讼法学科、
民事诉讼法学科和行政诉讼法学科）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成立于1999年10月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作为专门从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型综合性研究
机构，是诉讼法学专业唯一人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研究实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学学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这一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上有着重要
的影响力。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科（包括民事诉讼法学科、刑事诉讼法学科）作为国家、司法部、重庆
市和本校重点学科，在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上卓有成效。
6.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术研究与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改革开放31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术研究与交流机
制得以不断完善。
1984.年10月，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宣告成立，在当年举行了学术年会。
此后，诉讼法学研究会每年都定期举行学术年会。
1997年，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之下分设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和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并由
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兼顾行政诉讼法专业的学术活动事宜。
2006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作为中国法学会的下设机构正式成立。
目前，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每年举行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年会，对我国民事诉
讼法学术研究与交流起了愈加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民事诉讼法学国际交流活动也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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