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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寒来暑往，秋去春来，回首往事，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已经蹒跚地走过了五十五载历程。
掩卷沉思，民事诉讼法学的一串串足迹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在一个重人治而不重法治的国度，在一个重刑事而轻民事、重实体而轻程序的现实社会里，民事诉讼
法学的萌芽、破土、生长与含苞及至成为法学园地中的一枝稚嫩的小花是多么的不易啊。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行过两部民事诉讼法典，即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
和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
试行稿的公布昭示着带有浓厚注释性色彩的民事诉讼法学呱呱坠地，民事诉讼法的施行迎来了民事审
判方式的改革和民事诉讼理论框架的大体搭建。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受制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形势巨变的大背景，民事诉讼法学
面临着新的挑战。
认真地总结过去，仔细梳理历史的教训；冷静地正视现在，全面总结审判的经验；准确引进域外的先
进理念与制度，加之学者立足本土的创新思维，民事诉讼法学必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承上启下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为实现历史使命而不遗余力的众多同志推动下，这套命名为《21世
纪民事诉讼法学前沿》系列（以下简称《前沿》系列）终于面世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已经日益呈现出落后于司法实践的弊病。
对现行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修订一部以先进理念为前导，内容充实，更具有操作
性和针对性的，具有合理结构，并由完善的程序和制度构成的民事诉讼法典的任务已经提上立法机关
的议事日程。
新的民事诉讼法典应当具有前瞻性，能够适应今后若干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民事诉讼机制与功能的
期盼。
为此，它必须立足于国情与司法实践并有所提升或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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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民事诉讼法学前沿”之一。
本书系统阐述民事诉讼法的基础理论，共5章，包括民事诉讼目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诉权、民事
诉讼标的及既判力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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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事诉讼目的论第一节　民事诉讼制度为什么而设立自民事诉讼目的论提出以来，在国外特
别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受到法学家们的特别青睐。
最具代表性的诉讼目的理论至少有：权利保护说，其以实体法规范的实现为着眼点，强调诉讼的目的
在于保护实体权利；私法秩序维持说，认为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旨在维护自身制定的私法秩序；纠
纷解决说，该说拒绝引据实体法规范作为订立诉讼制度目的的基础，坚持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纠
纷的强制性解决。
这些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受到统治者们的高度重视，对德、日等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产生
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程序保障说、多元说等正为西方民事诉讼理论带来不少生气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不幸的是，在恢复法学研究以来的较长时间里，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无暇对诉讼目的论展开系统研究
，学者们通常以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作用替代民事诉讼目的，而民事诉讼法的诸项任务中，维护社会
秩序被置于首要位置。
这种带有浓郁国家观念的观点和民事诉讼立法、司法实践中的国家干预意识交互作用成了我国强职权
主义诉讼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我国对诉讼目的论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匠心独具、体系完整的诉讼目的论学说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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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基础理论篇》是“21世纪民事诉讼法学前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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