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章 民事诉讼法

【考情分析】

本章近 3 年平均考查 5 分左右，记忆内容居多。

本章核心考点：民事诉讼的管辖；民事诉讼证明；一审普通程序；一审简易程序。

【教材变化】

本章变动较大，新增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删除一些具体细节性的规定。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基础

民事诉讼，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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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规范民事诉讼活动和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一、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根据民事诉讼的特殊要求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

（1）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2）辩论原则；

（3）诚实信用原则；

（4）处分原则；

（5）法院调解原则；

（6）民事检察监督原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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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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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

（2）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平等。（平等≠相同）

（3）法院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能够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2.辩论原则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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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辩论的内容包括程序事项和实体争议。

（3）辩论的形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

（4）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



3.诚实信用原则

（1）对当事人

①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恶意制造诉讼状态；

②禁止伪证行为和虚假陈述；

③禁止矛盾行为，即禁反言；

④不得实施突袭诉讼行为；

⑤不得实施其他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

（2）对法院

①禁止滥用审判权；

②禁止突袭裁判；

③禁止滥用自由裁量权；

④法官裁判民事案件对于判决应当说明理由，对法律适用作出正确合理的解释。

4.处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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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处分权是双方当事人都享有的权利。

（2）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可依法行使处分权。

（3）处分权的对象是当事人所享有的民事实体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

①原告对实体权利的处分：可以自由确定诉讼请求的范围以及诉讼请求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变更、增加

或放弃诉讼请求。

②被告对实体权利的处分：可以反驳、全部或者部分承认诉讼请求；决定是否提出反诉。

③对诉讼权利的处分：当事人对程序的开始（如原告起诉）、进行（如上诉人的上诉）、结束（如当事人撤诉）

有选择权，当事人可以决定诉讼权利如何行使。

（4）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符合法律规定。

5.法院调解原则

法院调解原则，是指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能够调解或应当调解的案件，法院应当在当事人自愿和合法的基

础上，组织双方当事人依法定程序对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

法院调解原则内容包括：

（1）法院调解活动贯穿审判程序整个过程。

（2）法院调解要在自愿和合法的基础上进行。

（3）对调解不成的案件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6.民事检察监督原则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民事检察监督原则的内容：

（1）监督审判人员违法行为；

（2）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

（3）监督生效判决和裁定；

（4）检察院有权对生效调解书实行法律监督；

（5）对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二、民事审判基本制度（★）

（一）公开审判制度

1.概念

公开审判制度，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合议庭评议外，应当公开进行的制度。

2.公开审判制度的内容

（1）审判主体和情况的公开。

（2）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

（3）对审判阶段的公开。

（4）审判公开。

（5）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外，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



（6）凡事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例没有公开审理的，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检察院按照审批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3.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公开审判是一项基本审判制度，但是针对特殊案件，法院不公开审理。

①不能公开审理的案件。它包括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或者法律另有规定不公开审理的

案件。

②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它包括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③法院调解解决民事纠纷不公开进行。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调解过程不公开，但当事人同意公开的除外。

（二）合议制度

1.合议制度，是指由三名以上审判人员组成审判组织，代表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集体审理和裁判的制度。

2.独任制，是指由一名审判人员独立对案件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制度。

3.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独任制原则上只适用于基层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如基层法院适用

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纠纷；基层法院审理的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民事

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某些特殊性程序（如特别程序、督促程序以及公示催告程

序）审理的简单、特殊民事案件。

4.《民事诉讼法》第 42 条规定，法院审理的下列案件，不得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1）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2）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

（3）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

（4）属于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

（5）法律规定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

（6）其他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案件。

（三）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辅助审判工作的有关人员遇有法律规定不宜参加案件审理或者参加有关诉讼活动

的情形时，退出案件审理活动或者有关诉讼活动的制度。

1.回避适用的人员包括：审判人员；辅助审判工作的人员；检察人员从事民事检察活动，遇有法定情形也应

依法回避。

2.回避的法定事由：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与本案当事人、

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

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四）两审终审制

1.两审终审制度，是指民事纠纷经过两级法院审判后即告终结的制度。

2.两审终审制度的内容：

（1）对于允许上诉的民事纠纷，在一审裁判作出以后，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提出上诉，只要符合法定的上诉

条件，二审法院都应当受理。

（2）两审终审反映的是法律允许上诉的案件可以经过两个不同的审级法院独立进行审理。

（3）虽然两个审级法院都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但是由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具有的监督作用，

因此，一、二审的审理方式、所作的裁判种类以及裁判的效力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例题-多选题】下列案件中，经申请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有（）。

A.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B.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

C.离婚案件

D.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E.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答案：CD

解析：本题考核公开审判制度。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

应当公开进行，选项 A、B 是法定不公开审理的。离婚案件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

可以不公开审理，选项 C、D 正确，选 E 没有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