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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多科性大学法学应用规划教材:新编民事诉讼法学》共分三篇、二十一章分别是：导论、程序
篇、制度篇，分别介绍了：民事诉讼法概说、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民事审判的
基本制度、民事案件的主管和管辖、民事诉讼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法院调解、民事诉讼证据、民事
诉讼证明、期间、送达与诉讼费用、民事诉讼保障制度、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一审简易程序、第二审
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民事执行程序总论
、民事执行程序分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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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民事诉讼法概说 第一节民事诉讼 第二节民事诉讼法 第三节民事诉讼法学 第二章民事诉讼
基本理论 第一节诉与诉权 第二节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第三节民事诉讼目的 第四节民事诉讼价值 第五节
民事诉讼模式 第三章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当事人诉讼权利平
等原则 第三节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 第四节法院调解原则 第五节辩论原则 第六节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节
处分原则 第八节检察监督原则 第九节支持起诉原则 制度篇 第四章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 第一节民事审
判基本制度概述 第二节合议制度 第三节回避制度 第四节公开审判制度 第五节两审终审制度 第五章民
事案件的主管和管辖 第一节民事案件的主管 第二节民事诉讼管辖概述 第三节级别管辖 第四节地域管
辖 第五节裁定管辖 第六节管辖权异议 第六章民事诉讼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第一节民事诉讼当事人概
述 第二节当事人适格 第三节共同诉讼 第四节代表人诉讼 第五节公益诉讼 第六节诉讼第三人 第七节诉
讼代理人 第七章法院调解 第一节法院调解概述 第二节法院调解的原则 第三节法院调解的程序 第四节
法院调解的效力 第五节诉讼和解 第八章民事诉讼证据 第一节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概说 第二节我国民事
诉讼证据的法定种类 第三节民事诉讼证据的学理分类 第四节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第五节庭前证据的收
集与提交 第九章民事诉讼证明 第一节民事诉讼证明概述 第二节证明对象 第三节证明责任 第四节证明
标准 第五节庭审证据的调查和认定 第十章期间、送达与诉讼费用 第一节期间 第二节送达 第三节诉讼
费用 第十一章民事诉讼保障制度 第一节民事保全 第二节先予执行 第三节民事诉讼强制措施 程序篇 一
般程序论 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第一审普通程序概述 第二节起诉与受理 第三节审理前的准
备 第四节开庭审理 第五节撤诉和缺席判决 第六节延期审理、诉讼中止和终结 第七节判决、裁定和决
定 第十三章第一审简易程序 第一节简易程序概述 第二节简易程序的特点 第三节关于简易程序的几个
特别规定 第四节小额诉讼程序 第十四章第二审程序 第一节第二审程序概述 第二节上诉的提起、受理
和撤回 第三节对上诉案件的审判 第十五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节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第二节审判监督程
序的提起 第三节再审案件的审判 第四节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特殊程序论 第十六章特别程序 第
一节特别程序概述 第二节选民资格案件 第三节宣告公民失踪和宣告公民死亡案件 第四节认定公民无
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五节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六节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第七节实
现担保物权案件 第十七章督促程序 第一节督促程序概述 第二节支付令的申请和受理 第三节支付令的
制作、发出和效力 第四节支付令的异议和督促程序的终结 第十八章公示催告程序 第一节公示催告程
序概述 第二节公示催告申请的提起与受理 第三节除权判决 第十九章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第一节涉外民
事诉讼程序概述 第二节涉外民事诉讼管辖 第三节涉外民事诉讼的期间、送达和证据 第四节司法协助 
执行程序论 第二十章民事执行程序总论 第一节执行程序概述 第二节执行主体和执行标的 第三节执行
根据和执行管辖 第四节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 第五节委托执行与协助执行 第六节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 
第七节执行竞合与执行救济 第八节执行程序通则 第九节参与分配 第二十一章民事执行程序分论 第一
节金钱债权的执行 第二节给付金钱执行中的拍卖、变卖 第三节交付物与完成行为的执行 第四节民事
诉讼法修改后的执行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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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民事诉讼法的社会化 随着社会法治文明的发达，民事诉讼法的社会化潮流也非常明
显。
民事诉讼法的社会化首先表现为民事诉讼法对大众平等接近法院机会的保障。
各国都在加强法院援助的国家责任，设立国家公共基金以补偿为贫穷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使
贫穷当事人可以接近司法，以保障当事人在法律面前的实质平等。
民事诉讼法的社会化还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的便民性和近民性，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修订，使当事
人更加便利地接近法院从而便利地实现其权利，通过法庭向社会开放，法律条文、裁判文书的通俗化
等，使民事诉讼法更易为人民所了解、接受，从而避免人民因与司法隔离、疏远导致的对司法的不信
任，也使民事诉讼法真正成为人民接近法院、接近正义的法律制度。
 第三节 民事诉讼法学 一、民事诉讼法学概说 民事诉讼法学，是指以民事诉讼立法和民事诉讼实践为
对象，研究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和民事诉讼运行规律的科学，是法学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
 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应用法学，而不是纯理论性的法学。
就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学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民事诉讼法学依托于民事诉讼法而存在，以民事
诉讼法为主要研究对象；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指导民事诉讼立法活动，为民事诉讼法
的修改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对民事诉讼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
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一种行为规范，是法院审理民
事案件的操作规程；而民事诉讼法学则是研究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实践的一门科学，是民事诉讼法
的观念形态，是对民事诉讼立法和民事诉讼实践的理论概括和升华，它的内容远比民事诉讼法丰富。
 二、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为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构
建提供具有内在统一、协调、全面的理论支撑，并最终完成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的动态对接，揭示民
事诉讼的本质和规律，完善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民事诉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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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世纪多科性大学法学应用规划教材:新编民事诉讼法学》是新世纪多科性大学法学应用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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