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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专论》是何文燕教授与廖永安教授共同主持的湘潭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民事诉
讼法学”的最终成果，同时也是廖永安教授主持的湖南省研究生精品课程“民事诉讼法学”的阶段性
成果。
本书根据研究生教学与培养的特点，在体例设计上突出了研究的专题性，在内容撰写上体现了研究的
前沿性，充分吸收了近年来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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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确立民事诉讼目的之基本依据　　如上所述，民事诉讼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其目
的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反映国家的意志。
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时，预先有一种主观上的追求，它必然隐含在规范与制度之中，并且这种追求
要涵盖当事人利用民事诉讼制度的理想期望。
因而民事诉讼目的之设定，并非统治阶级凭空想象，而是根据各种客观情况决定，受一定历史条件的
制约，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一般而言，设定民事诉讼目的除需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外，还应坚持以国家与社会成员需要、宪
法规定和民事诉讼本质与功能作为基本依据。
　　（一）国家和社会的特定需要和现实条件　　国家和社会的特定需要和现实条件是确立民事诉讼
目的的现实依据。
　　首先，目的作为一种对象性的主观追求，是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的。
一定的现实需要是设定民事诉讼目的的最基本的事实依据，也是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根本动因。
由于纠纷的产生，不仅困扰纠纷主体，而且也会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因此，解决纠纷，不仅与
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不可分割，而且与国家以及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息息相关。
所以古往今来，人们在创立社会制度的同时，必须创设各种解决纠纷的制度，民事诉讼就是其中之一
。
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也有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民事争议的内在需求，因为任何纠纷的产生，都往往伴随
着一方或双方民事权益的损害，需要得到法律的评价和保护。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对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给予同等保护已经成为
日益紧迫的要求。
①如果只局限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法律秩序，那么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司法为民的理念和实践相悖。
因此，必须从满足民众维护权益需求，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出发设计民事诉讼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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