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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6_B0_91_E4

_BA_8B_E7_BA_A0_E7_c36_52275.htm 民事纠纷，亦称民事争

议，是人们在生活、生产消费等领域，因观念或利益不同引

起的行为冲突，导致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

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主要有两类，一是财产关系纠

纷，包括财产所有权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民事纠纷；二是人

身关系纠纷，包括人格权关系和身份关系民事纠纷。 根据缓

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的制度和方法，存在三种形式的民事纠

纷处理机制： 1.自力救济。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

纷，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自决和和 解两种方式。 自决是

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双方相互

妥协和让步。自力救济是最原始、简单的民事纠纷处理机制

。 2.社会救济。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的机制。包括

调解和仲裁两种方式。调解（诉讼外调解）是第三者依据道

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

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最终解决纠纷。仲裁是纠

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

居中裁决。 3.公力救济。公力救济是指诉讼。诉讼是由特定

的国家机关在纠纷主体参加下，处 理特定社会纠纷的最有权

威和最有效的机制。诉讼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进行，具有

国家强制性和严格规范性特点。诉讼是解决和处理民事纠纷

最公平、最合理，也是最终的机制。 我国现行的民事纠纷处

理方式是：一和解，二调解，三仲裁，四诉讼。 民事诉讼，

是人民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和



民事纠纷过程中所进行的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

种诉讼关系的总和。诉讼活动包括法院的案件受理、调查取

证、采取强制措施、作出裁判等审判活动，也包括诉讼参与

人的原告起诉、被告答辩或反诉、证人出庭作证等诉讼活动

。 我国的民事诉讼不仅包含民事案件，还包括经济案件乃至

涵盖了市场经济中新型的专门诉讼。民事诉讼法通过协调各

种民事程序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预防与处理、人民自治与

司法强制相结合的强有力的民事程序法律系统。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