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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 民事诉讼法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概述 一、民事诉讼与民

事诉讼法的概念 (一)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双方当

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审理和解决民事案件的活动

，以及因这些活动而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的总和。 民事诉讼

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特形式，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1.

诉讼标的的特定性. 2.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上对抗的特殊性. 3.当

事人处分权利的自由性. 4.解决纠纷的强制性与最终性。 (二)

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是指调整人民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

讼参与人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事诉讼法有狭

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上的民事诉讼法是指民事诉讼法典，

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的系统性、专门性

法律。《民事诉讼法》是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典。广义上

的民事诉讼法是指宪法和其他法律中有关民事诉讼的规范，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有关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等。 二、

民事诉讼法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效力是指民事诉讼法的适用

范围，即民事诉讼法对什么事、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空间

适用。 1.对事的效力。民事诉讼法适用解决哪些案件，就是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经济案件的范围，即民事诉讼的主管范

围。 2.对人的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只要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无论是对中国人、外国人、无

国籍人，还是对中国法人和组织或外国企业和组织，《民事

诉讼法》均发生效力。 3.空间的效力。根据国家主权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地方，

包括领土、领海、领空和我国领土自然延伸的部分。 4.时间

的效力。民事诉讼法的有效期间一般从立法机关颁布实施之

日起，到明令废止或新法颁布施行取代前法之日止。《民事

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新法典施行之前

受理但尚未审结的案件，适用新法继续审理。 三、民事诉讼

法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在民事诉讼的整个

过程中，或者在重要的诉讼阶段起指导作用的准则。根据民

事诉讼法的特定要求制定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的特

殊规律性，称为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这里只阐述民事诉

讼法的特有原则。 (一)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民事诉讼当

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

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当事人平等

原则包括以下内容： 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完全平等. 2.双

方当事人是平等行使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平等地保障双方当

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3.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二)

辩论原则 辩论原则，是指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

有权就案件的事实和争议的问题，各自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根

据，互相进行辩驳和论证。 辩论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 1.辩

论权的行使贯穿于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并不限于开庭审理阶

段，更不会仅指法庭辩论. 2.辩论的内容，既包括程序事项，



也包括实体争议. 3.辩论的形式，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

书面的。 (三)自愿与合法的调解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

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法院调解，是指在审

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本着相互谅解

的精神进行协商，或者通过协商对权利义务问题达成一定协

议，以解决纠纷。调解是人民法院的一种结案方式。 调整原

则的内容包括： 1.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应用重视调解

结案，凡能调解结案的，就不采用判决的方式. 2.人民法院调

解的手段是对当事人多做说服疏导工作，通过说服教育，宣

传法律和政策，调解结案. 3.人民法院调解应在自愿和合法的

基础上进行，不能强行调解。 但是，贯彻法院调解原则，应

当注意以需要和可能为基础，不能久调不决。有些案件当事

人不愿调解，有些案件虽经调解而不能达成协议。对于调解

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四)处分原则 处分原则，是指民事

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

和诉讼权利。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分的权利对象主要有

两大类：一是基于实体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民事实体权利.二是

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所产生的诉讼权利。 对实体民事权利

的处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权利主体在起诉时可以自由

地确定请求司法保护的范围和选择保护的方法。在民事权利

发生争议或受到侵犯后，权利主体有权自己决定请求司法保

护的范围。 2.在诉讼开始后，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即将

诉讼请求部分或全部撤回，代之以另一诉讼请求.也可以扩大(

追加)或缩小(部分放弃)原来请求范围。 3.在诉讼中，原告可

以全部放弃其诉讼请求，被告可以部分或全部承认原告的诉



讼请求.当事人双方可以达成或拒绝达成调解协议.在判决执行

完毕之前，双方当事人随时可就实体问题自行和解。对诉讼

权利的处分往往与实体权利有关，当事人对实体权利的处分

，一般通过对诉讼权利的处分而实现。 对诉讼权利的处分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争议发生以后，当事人可以依自

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行使起诉权. 2.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撤

回起诉，被告也有权决定是否提起反诉来主张自己的实体权

利. 3.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决定是否提起上诉.

对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和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

法律的，当事人有权决定申请再审. 4.对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

律文书享有权利的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申请强制执行。执

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还可以撤回其申请。 但是，民事诉讼

中当事人的处分权不是绝对的，我国法律赋予当事人处分权

的同时，也要求当事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行损害国家、

社会、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利益，否则，人民法院将代表国家

实行干预，即通过司法审判确认当事人某种不当的处分行为

无效。 (五)人民检查院监督民事诉讼原则 《民事诉讼法》

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

督。”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人民检察院实行监督的内容主

要有两个方面： 1.监督审判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违法

行为. 2.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合法进行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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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