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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气 重庆云阳人 。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届全国

高等院校教学名师，国务院津贴获得者，历任西南政法大学书记、校长等职，曾

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

长等职 。 出版专著《 民事诉讼证据初论》《 中国民事诉讼 》《 程序正义初论 》《 民事

诉讼法学改革开放三十年 》 ；主编各种法学教材四十余种，其中 《 民事诉讼法原

理 》荣获司法部笫二届全国法学教材及科研成果一等奖 。 先后发表《 民事诉讼

模式初论》《 民事诉讼责任论 》《 民事审判改革探略 》等九十余篇论文 。

唐力 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重庆市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

首获得“重庆市教学名师”、“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等荣誉称号 。 出版个人

专著《 民事诉讼构造研究 》 一部，合著三部，主编、 参编教材十余部；在 《 法学研

究 》《 法商研究 》《 法律科学 》《 法学 》《 法学评论 》《 现代去学 》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四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全、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 负责修订第六、七章 。

黄娟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 首参与国家

级、省部级两项科研项目，在 《 法学研究 》《 中国法学 》《 现代法学 》等期刊 上发表

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一部，译著（合著）一部，参编法学著作、教材

五部 。 学术成果首获省部级奖励两项，省厅级奖励一项 。 负责修订第三、八、

九章 。

相庆梅 江苏东海县人 。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法学

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 2 0 2 0 年主持国家社科项目 《 公共凤险预防视角下

公益诉讼制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 、 2 0 18 年主持教育部项目 《 互联网环境下的

司法公开制度研究 》 ，并 主持北京社科基全等多个项目 。 出版 《 从逻辑到经

聆 民事诉权的一种分析框架 》等两部专著；在 《 现代法学 》《 河北法学 》《 诉讼

法学研究 》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主编 《 民事诉讼法 》教材两本；参与

编写本科教材、研究生教材多本 。 负责修订笫四、十三章 。

彭世忠 四川自贡市人，法学博士 。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博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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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 。 1996 年、 1 999 年分别在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专业获得法学硕士、

去学博士 学位 。 曾经在西南政去大学诉讼法教研室任教八年，华南理工大学法

学院任教近十年 。 2013 年进入西南财经大学 法 学院 工作，任诉讼法研究所所

长、诉讼法博士点负责人 。 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四川省

去学会理事， 四川省法学会环境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特

聘教授， 四川省律师协会惩戒专家委员 。 主 编 或参编 《 国际民商事诉讼法比较

研究 》《 民事诉讼法学 》《 比较民事诉讼法学 》《 民事诉讼法原理 》等教材或专著等

约十部；在《 政法论坛 》《 现代法学 》等刊物上发表《 认真对待司法经验 》《 论民事

执行的栓察监督 》《 铁路运纷司法机构存废论 》 等论文四十余篇 。 负责修订笫

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章 。

黄宣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

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 著有《 民事诉讼法理与教学研究 》《 卓越法律专业

硕士人才培养方式研究 》《执行去律精要与依据指引 》 ，主编 《 卓越法律本科人才

培养的实践报告 》 ，合著 《 民事诉讼实践理性导论 》 ；参编 《 法学概论 》《 公证与律

师制度 》等教材和工具书二十余本，在 《 学海 》《 人民论坛 》等期刊上独立或合作

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 负责笫十二、十九、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章 。

赵信会 山东巨野县人，法学博士，博士后 。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重点学科民商法学的负责人、山东省特色专业法学专业

的负责人 。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 出版专著《 民事推定及其适用机制研究 》《 中国民事证据制度的近代化研

究 》《 证据法专论 》等，在 《 现代法学 》《 法律科学 》《 法学论坛 》《 法律适用 》《 人民司

法 》《 中国刑事法杂志 》等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五十多篇 。 负责修订笫十

六、十八、二十章 。

毋爱斌 河南焦作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 兼任中

国 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 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民事执行法学、

司法制度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 先后在 《 法学 》《 清华法学 》《 法律科学 》《 比

较法研究 》《 当代法学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部分成果被人大“复印资叶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转载； 出版《 民事执行拍卖制度研究 》 专著一部；主持国

冢社科、 司法部等课题多项 。 获得重庆市第 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名单三等

奖、第一届重庆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优秀成果奖

等奖项 。 负责修订笫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章 。

夏璇 四川乐山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主要讲

授民事诉讼法、中国司法制度等课程 。 2019 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柯泰“教书育人

奖； 2020 年获“西政好老师”荣誉称 号 。 出版专著三部， 参与编纂 民事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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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两本 。 主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全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4 项 。 参与其他国

家级、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在《 法律科学 》《 社会科学家 》《 广西社会科学 》等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部分被《 人大报刊复印资抖 》转载 。 负责修订第一、

二、五、十一、十四、十五、十七章 。

李昌超 河南新乡人，中共党员，法学博士 (201 4) ，出站博士后 (2016) ，现

任民事诉讼法教研室讲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民事诉讼研究中心

研究人员、中国仲栽学院研究人员 。 兼任《 工人日报 》特约评论员，中国司法行

为研究会理事 。 曾在东莞市笫一人民法院、浩陵区人民法院挂职 。 主要从事民

事诉讼法学、执行法学、仲裁法学教学科研工作 。 在 《 政法论丛 》《 河南大学学报

（社科版） 》等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 主持司法部课题、重庆教委课题等

各类课题 5 项，参与国冢社科基全、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课题、司法部课题、中国法

学会课题等各类课题十余项 。 获得第六届中国法治论坛优秀论文奖、中国司法

论坛二等奖等各类奖项 5 次 。 负责修订笫三十二、三十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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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版说明

时光如白驹过隙 ， 转眼间第六版修订至今 巳七年 。 作为一本面向研兖生群体使用的教

材 ， 本书被大量选用 ， 受到厂大读者的好评。

近年来， 中 国民事司法审判不断向前发展 ， 法律制度日臻完善 。 特别是 《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民法典》的颁布 ， 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志治建设的重大事件 。 与此相适应 ， 民事程序规

则也随之发生变化。 20 1 9 年 ． 最高人 民 法院总结近 20 年 以来 民事审 判 经 验 ， 吸收民事证据

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 修订和完 善了 巳实 旌 17 年之久的 《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于规定 》 ；

2 0 2 1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 《 关于修改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 工作 若于

问题的规定 〉 等 十 九件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 决定 》 ， 更新大批民 事 程序法类司法解释 ； 202 1

年 5 月，为推进和规范在线诉讼 活动 ， 完善在线诉讼规则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人 民法院在

线诉讼规则 》 ； 202 1 年 12 月，全国 人大常务委员会对《民事诉讼去 》进行修订 ； 2 022 年 3 月，

最高人民击院对《 关于适用 （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 民事诉 讼法 〉 的解释 》进行第 二 次修正 。 此外 ，

《民 事强制执行法 》起草 工 作 正如 火如茶进行 ，这将推 动我国强制执行 工作迈入 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 。

力了使本教材能够更加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 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 书记关于“全党全国全社会齐心 协力，为深入推进全面依志治国，加快建 设 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去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冢而奋斗 ＂ 的指示，推动习近平去冶思想进教材 、 进课

堂 、 进头脑，反映当今民事程序理论的最新发展 ，紧密 联系立法创 新和司法实践 ， 我 们 对本书

再次进行修订 。

我们虽尽心竭力 ， 希冀为厂大读者奉献 一本高 质量、高水平的教材 ， 但难免挂 一 局万 ， 希

望厂大读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 见 ， 以便本教材再次修订时予以完善 。

教材编写组

2022 年 4 月 1 日

l 21 世纪民事诉讼法学前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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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来暑往 ， 秋去春来 。 回首往事 ． 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巳

经瞒珊地走过了五十余载历程。掩卷凡思 ， 民事诉讼志学的

一串串足迈令人心硝彤湃 ． 思绪万千 。 在一个重人治而不重

去冶的国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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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我国先后颁行过两部民事诉

讼法典 ． 即 1 98 2 年的民事诉讼去（试行）和 1 99 1 年的民事诉

讼志 。 试行稿的公布昭示着带有浓厚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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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制于国冢政治、经济 、 叉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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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世纪民事诉讼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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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9 1 年 颁布 的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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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经提上立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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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年的经 济 与社会发展对民事诉讼机制与功能的 期

盼。力此 ， 它必须立足 于 国情与司法实践并有所提升或超越 。

而要完成这 一艰巨的任务必须有来自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强力

- l - 2 1 世乡厂民事诉芦法学；冶勹:，了三勹言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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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支撑 ，这 就要求民事诉讼去学研兖彻底跳出压释法学的樊篱并成长为 一种真正的理

论志学体系 ． 充分利用来自于法哲 学、法社会学以及与法学密切相关的历史学 、 经济学等领

域的去学研究万志 ． 形成一种成孰 、 系统的方法论体系 ｀ 进而完善整个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

体系 ， 最终以一种前瞻的 姿态为 民 事诉 讼去的修订提供全万位的理论支撑。

首先 ， 实现民事诉讼法学研咒从价值理念的确工到制度建构的重心转 移 ， 是我们在新世

纪里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

在过去的岁月里 ． 理论研究的重心基本 上是停留于价值理念的确立而 不 是具体制度的

建构 。 上世纪末 ， 围绕民 事审判万式改革 所进行的理论探讨 ， 与其说是进行制度建构不如说

是重在制度批判 ． 关于程序价值 、 程序保障 、程 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 ， 以及当事人程序自

主性等一系 列问题的讨论在法 哲学的层 面上确立了民事程序的价值理念 。然 而志律冢得以

对社会发展给予推进的最有力的途径 ， 是把价值关怀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在理论的大框

架内不嫌微末地进行具体制度的构思和建设 ， 这将是 2 1 世纪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更为紧迫的

课题 。

其次 ， 民事诉讼志学研究要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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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诉去学基本理论的研 究

目前尚停留在纯理论探讨的层面 ． 而未渗透到具体程序制度的设计之 中 ； 对几大基本理论的

研究尚未贯穿一个具有内在逻辑 一致性 的共同去理。例如 ． 诉讼标的理论与既判 力 理论在

确定诉的开始 、诉的合并与分离 、诉的终结及再审的志定条件方面 ，都 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

但目前对这两大理论的研笐既未整合 ， 也未结合现行立志或审判实务进行屎入分析 。诉权

理论 、 诉讼目的理论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研 究状况也大致如此 。理论上缺乏续密的逻

辑联系是立法中制度设计过于相糙 、 规范之间出现局屙和冲突的重 要原 因。 在理论 更新 和

制度改革的年代，理论建设尤其要王意协调一系列关系 ： 法律理念和基本原则在各基本理论

中的一贯性 ， 各基本理论所采学说 之 间的内在逻辑 一致性 ， 基 本理论与对这 一 理论有依赖关

系的志律制度设计之间的配套性 ． 新的理论与旧的理论在制度设计 中的 相互衔接 …… 唯有

如此 ， 才能以具有内在逻辑 一 致性的共同法理统帅各个基本理论的研究 ， 实现整个 民事诉讼

法学理论体系的内 在整合，形成具有 内在统一性的民 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体系。这是新世

纪的民事诉讼去学研究所 面 临的另 一 重任。

第三 ． 加强比较民事诉讼去的研究 。 历史 所造成的中国 法制建设 、 法学研兖的 ＂ 断代

性 ＂ ． 致使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民事诉讼法学的研兖出现了断层 ，它缺乏来自历史传统的

制度层而和法学理论层面的素材支撑 。 而通过比较民诉志学研究方去的运用 ， 以及对世界

去冶发达国冢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诉讼去学理论的借鉴 ． 是可以弥补这种资原贫乏的缺陷

的 。 正是基于此 ． 近年来对英 、 美 、 德 、 法 、 日等西万去冶发达国冢的现代诉讼制度的介绍巳

经大力增多 ． 但缺乏对国外立法的完整系统的介绍 ． 难免有望文生义 、 断章 取义的嫌疑 。 而

且 ． 对国外制度的介绍往往缺乏与国内环境的有效对照 ， 在态度上也有失偏颇 ： 一味强调域

外制度的优势 ， 不能理性地看待制度移植实践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在理论层面上 ， 对原著

的翻译严重不足 ， 对西方学者的诉讼法理论介绍不够充分 ． 而且缺乏系统性。这就割裂 了制

度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必妘存在的互为参照和支撑的密切联系 ． 而使对国外诉讼制度的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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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和借鉴丧失了来自理论层面的支撑。

第四 ，加强 实务的考证。理论的纯桴探讨过多且缺乏严密的量化数据的支撑是以往学

木研究的不足。无论是着眼于诉讼价值理念的确立还是具体诉讼制度的建构，要想对社会

的发展产生实际的效果 ， 民事诉讼志学研究就必须通过一种实证性的社会学研究实现理论

研究 与社会实践的良性沟通，而这正是当前民诉法学研究所缺乏的。总体看来 ， 研究中理论

启面的纯桴性探讨过多 ， 而实务性的考证过少 ；某 种价值理念的提出往往是基于一种纯粹的

翌辑质绎 ，缺乏来自 实证性研究领域的有力支撑 ； 某种制度构想的提出也往往是基于一种本

来在态度上就有失偏颇的对国外制度的借鉴 ， 而对其所必备的实证性的社会环境支撑则缺

乏足够的重视 。 基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实证性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 用来自司法实务领域的

严密的量化数据证明所提出之理论主张的价值 ，并在 提出某种民事诉讼制度构想之初就对

其落实于司法实践的可能性作出预期 。

第五 ，重 视和加强对民诉法与宪法的关系的研兖 。 民事诉讼法是国冢法律体系的重要

＂戎员 ＂。民事审判制度是国冢司志制 度 的有机组成部分。宪志作为国冢的根本大法 ， 它决

定着回冢权力的组成 、结构状 态，统帅着整个法律体系和司去制度 。 民事审判权的走向取决

于司法权和司法部门在整个国冢权力体系和国冢机构体系中的宪法性定位；民事诉 讼的目

钠以及当事人与法官在诉讼中的职能分配取决于宪法对审 判 权的功能性定位 ； 而宪法对作

为人权的 一个基本组成内容的诉权的确认则是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一个“原创性“基础要

件 ； 宪去制度所确定的司法理念参透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具体制度的号一个细胞，司法体

带制约着整个民事诉讼去的制度框架和运作环境。因此，民事诉讼法学研兖只有对民诉法

与宪法的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 ， 才能为其对具体制 度建构所提供的理论支撑找到宪法层面

钠基础 ， 并保持民事诉讼具体制度建构与整个社会志律制度体系建构的内在统一 。

第六，强化民诉法学的研究与相关实体法学研究的沟通 。 强调程序的独立价值并不意

味着要割裂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所存在的天然的密切联系 。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巳经

就此达成共识 ： 民事诉讼是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共同作用的 ＂ 场 ”，民事诉讼志学不可能

是与民事实体法学及有任何关联的自我封闭体系 ，将 民事实体法学研究与民事诉讼去学研

究相结合对于后者的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实现两者的良性沟通 ， 才能在由民诉

法学提供理论支撑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建构与 由民 事实体法学提供理论支撑的民事实体

法律制度的建构之间保持 一致， 并最终在制度的实践层面实现 一种动态均衡 。尽管如此，由

于缺乏来自民事实体法学界的默契，而 总体上讲两个领域的 研究 主体在知识范 围上又难以

同时涵盖两个领域，作为两个学科 ． 它们的研究仍然处于相互独立 、 各自力政的一种隔离状

态 ， 沟通 显得举步维艰 。 例如 在证明责任这 一两大学科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上 ， 它们似乎及

有任何共同话语 ，民 事实体法学对民事诉讼法学所致力的这一领域的研兖置若罔闻 ，在 观察

视角或是相关学木活动的交流上仍未能建立起经常性的沟通渠道 。

第七，逐步形成多元化 、 立体化的民诉 法学方法论体系 。 近年来 ， 随着民诉志学研究群

体的年轻化，其主体意识正日益走出传 统意 识形态的束缚， 有力地促成 了民诉法学研究方法

的多元化、立体化趋势 。 庄释法学的 ”专 制 “地位被打破 ， 民诉法学逐步突破这种局限而进入

多种研究万去百花齐放 、百 家 争呜 约新时期 。去 哲 学 与作力部门法学的民诉志学之间的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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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 正逐渐得到弥补 ，法 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民诉志学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着有力的深层支

撑 。 就方去论来讲 ，法哲学对部门法学 应 发挥统帅的作用 ，力各部门去学的发展提供方法论

上的支撑 ． 民诉志学也同样应该受到这种统帅 。 随着志哲学的方法论体系进驻民事诉讼法

学 ． 历史的万志 、 比较的方法重新得到强化 ； 经济分析的方法 、 社会学的方志则日益成为民诉

志学界的新贵 。 尽管如此 ， 这种多元 、 立体化的方法论体系仍处于相对薄弱的形成时期 ， 而

要使民诉法学研兖真正承担起为制度建构提供全面 、 系统理论支撑的重任 ， 一种健全的 、 多

元的 、 立体化方法论体系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 2 1 世纪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要不失时机

地促成这一体系的形成 ， 在一种成孰的万法论体系中开展民诉法学理论研究 ， 从而为制度建

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

力此 ， 《前沿 》 系列将继续发扬传统的庄释法学方法的优势 ， 并在方法论的选择上保持 一

种开放的姿态 ， 对法哲学 、 法社会学 、 历史法学 、 经济分析法学等法学万法兼收并蓄 ， 最终形

成并运用 一 种系统均衡的方志论体系 。 从而全面 、 系统 、 准确地阐述民事诉讼法的过去 、 现

在与未来 ； 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 ； 既有经验总结又有问题研究 ； 既庄重理论探索又压重实

证研 兖 ； 既追求民诉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又力求与相关的实体法学研兖保持协调。

与这种方志论体系的开放性相一致 ， 《 前凸 》 系列 在内容的体例编 排上不以章 、 节行文 ， 而以

专题阐释 。 从而力图以理论体系所内含的实质系统性取代以章节行文为表征 、 以法典压释

为内庙的形式系统性 。 而所有这些安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以系统的方法论体系为基

础 ， 构建系统的民事诉讼志学理论体系，并最终为民事诉讼去的修订提供 一 种系统的 、 全方

位的理论支撑。

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繁荣昌盛 ． 有待于民事诉讼法学人才的层出不穷。

西南政志大学的前身西南政法学院于 1979 年开了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兖方向硕士研

兖生培养之先月。 25 年来 ， 全 国民诉法学研究 生的培养无论在质量 上还是数量上都巳经有

了长足的进步 ， 但至今 ， 民诉王学研兖生教学仍然及有一套系统 、 权威 、 全面的教学蓝本 ， 这

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据笔者所知 ， 大多数高等院校的民诉法研究生们参考的是法学本科教材。应当看到 ， 随

着民诉法 （试行）的 公布和 1 99 1 年民诉 法的正式施行 ． 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民事诉讼法教

学开始逐步走向繁荣 ， 官方 、 民间和个人撰写了一大批教材 。 这批教材为民事诉讼法学教学

的兴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 功不可及 。但是 ， 不少教材在万法论上仍围于压释法学的樊篱 ，

在体例编排上严格遵循现行立志体系 ， 在内容上止 于对立法的诠释。虽说它们对去学本科

教学大有裨益 ， 但亦可断言，民事诉讼法硕士研究生长期借用法学本科教材并非长久之计。

研究生 ． 顾名思义 ，是既要进行学习又要进行研究的学生 。研 究生教学的任务不应再局

限于为 司庆实践批量地培养初级 、 应用型法科人 才 ， 而应在本科的基础之上将具有研究潜质

的本科学生培养成高层次的 、 专门的法学理论研笐人才，使之能承担起从事为司法实践提供

支撑的去学理论研究的重任 ． 从而与初级 、 应用 型法科人才形成知识互补 ， 并为从司法实践

到理论研究的整个法治建设提供 一种从实践到理论 、 再到实践的良性互动 。 在这样的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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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原来的压释型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历更合理性就变得不那么充分了，无论是在理

抡屎度还是在内容的全面性上，它都无力满足高层次的 、 专门去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的需

本，这就需要有一种系统的 、 能够适巨高层次的理论型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民诉去

学教学蓝本与之分担新的历史时期所赋予民事诉讼去学教学的新的历史使命 。

当然，研究生教育是力培养高层次的 、 专门的法学理论研兖人才而设的，它必须保持适

当的开放性 ， 而不能因某种既定教育模式 、体系的存在而循规距矩 。但毕竟与个体化的理论

研究不同 ，由教育的本质所决定，即便是研究生层次的去学教育也是集合化的 ， 因此就有必

要由一种外在的 、体系化的东西加以统帅，而不能放任自虎 、 各行其道。凭借西南政庆大学

培养研兖生的经验与优势，专门组织一套为研究生所用的学习蓝本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完

全可能的。《前心》系列屎语去学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差别，全面汲取 25 年培养研究生

虳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也充分压音到不能让教学的系 统性底灭研究生教学的开放性，相

反，只要能因势利导，它就更有利于在一种体系化的格局中充分发挥民诉去学万向研究生的

思想灵性 ， 并能便之有的放矢，充分展现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之中 。

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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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凸》系列 力图保持内容设置和体例编排上的严谨统 一 。

无论是要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提供系统全面的理论支撑，还是要为民诉法学万向研究

生教学提供一套系统的教学蓝本，都要求《 前凸 》 既要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又要具有外在

的形式体系性，因此内容设置和体例编排对本系列的目的达成是至关重要的 。力此 ， 《前凸》

系列将 由九本著作组成 。《民 事诉讼法原理》是该系列 中提纲掣领的首部，它相当于 2 1 世纪

民事诉讼法学 《 前凸 》 系列的 “总 论” ； 它承上启下，既兼顾去孛本科的教字现状又辅之以屎化

苦成分。 在它 的统帅 下，根据民事诉讼志学各个领域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民事

祈讼制度建构工程中所处的坐标，将整个民事诉讼去学理论体系划分为八个组成部分，并分

苏命名为《基础理论篇》《诉讼 主体 篇》《原则制度篇 》《 诉讼证据篇 》《 诉讼程序篇 》《 执行程序

篇》《涉外与仲裁篇 》《 房事诉讼特别程序篇》，这八部著作相当于《 前凸 》 系列的“分论 ” 。 总论

与分论互为表里 、 遥相呼应，共同塑造了《前凸 》系列在体例上的外在形式体系性 。 同时， 《 前

沿》力求突破传统教材以章 、 节行文的做法 ， 而以 “专 题 ”作为理论阐释的基本单元 。 在编撰

中，我们既压重舞 一本著作内部各专题性理论闺释同的协调，又压重各部著作对其研 究领域

措述 、论证的统一，力求使本丛书在内容上具备内在的逻辑统一性 。另外』（前凸》将“居事诉

讼特别程序“纳入其视野，并给予高度重视，弥补了传统民事诉讼志学研兖及传统教材左研

究领域设置上的一个重大缺陷。

为实现上述目的，《前沿》系列在组建撰写队伍和确定策略时可谓呕心历血 。

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科是西政乃至西南地区的第一个志字博士点 。 民事诉讼去学课

程是重厌市的精品课程。《前沿》系列则是法学院民事诉讼法学科点的重点科研项目。“分

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本系 列的策略。就是说 ，群策群力集中大冢智彗，分工负

责采用目标责任制。统编工作由鄙人负责，实行主编负责制，副王编协助主编工作 。参编 成

员原则上是本学科点的人员，同时也厂为吸收由本学科点步入社会的民事诉讼去学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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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士和硕 士 。因 此，《前沿》系列的编撰群体首先是实现了老 、 中 、 青的立体结合 ， 其次是显现

出浓郁的 “ 西南 “特色 。 由于力 图突破地域分割给理论研究所造成的局限 ， 同时 ， 为加强与相

邻学科的沟通 ， 实现不同学科研究人员之间的理性对话 ， 我们还特别邀请了相邻学科的 学者

参与 书稿的编撰，从而为这种 向通和对话提供 一 个平台 。 再次 ， 《 前沿 》系列力图推进民事诉

讼法 学方法论体系的多元化 、 立体化发展 。

本系列无论是编撰人员的选程 ． 还是内容的编排 ， 都汪重保持方法论选择的开放性 ， 力

争促进民事诉讼法学方法论体系的多元化 、 立体 化 发展 。 它在继续发扬传统的压释法学 万

庆优势的同时 ， 对法哲学 、 法社会学 、 历 史志 学 、 经 济分析法 学等法学方法兼收并蓄 ， 针对不

同的研究领域选择 、 运用合理的研究方法 。 针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过 于 」王重纯理论探

讨的缺陷 ． 《前沿》系列 将加强实证性分析 ， 并使 之与纯理论探讨相互 关照 、 互为支撑 。 针对

传统 民事诉讼法学与相关实体去学研兖缺乏必要向通的缺陷 ， 《前沿》系列将力争合理借鉴

相关实体法学的研兖万去和研究成果，实现程序法与实体法在民诉法学研究和实践中的对

照和 呼应 ， 在民 事程序法 学与民事 实体法学 之同塑造一种系统均衡的状态 ， 并启迪 ” 系统论 ”

的去 学万法在民诉法学研究中的运用 。

当然 ， 制作 一 套研究生教学蓝本是一件 开创性的 工 作 ， 因为没有先例 ， 无成 功的经验可

资借鉴 ， 亦无失败的教训可资汲取 。 唯一能借鉴的只是 25 年 的研究 生教学实践 ， 助推我们

向前的是对法学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 。 本系列 一 共九部， 其内容不 可谓不丰富，其体系不可

谓不庞 大 ， 欲在有限的学时内教授完 毕显 然是强人所难 。因 此 ， 建议使用本系 列的 同事们担

酌取舍 、 灵店掌握 ， 将 部 分内容留给研究生们 自学 、 思考 。

最后 ， 我们遵从惯例 ， 真诚地向编辑出版《前 凸 》 系列丛 书的 厦门 大学出 版社的同 志 们 致

以屎屎的谢意。及有他们的 支持与辛劳，本系 列丛 书是难以面世的 。

由于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 ． 书中 谬 误之处在所难免 。 大到体系 、 论点 ， 小到字句 、 标

点 ． 我们诚恳地期望得到同行和同学以及社会各界的指正 。 在此 ， 先向您鞫躬啦 。 寥寥数

语 ． 是为序。

全国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 主 任

西南政去大学民事诉讼法学科负责人 田平安

博 士生 导师、法学教 授

2004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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