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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是中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最为活跃，成果最为卓著
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理论得以重新梳理、解读和发展，另一方面新课题的开创性研究层
出不穷。民事诉讼法学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最高人民法院令人应接不暇的
改革举措，更使民事诉讼领域锦上添花。然而，在这种繁华的学术景致呈现过后，却迎
来了一个新的学术困境——我们民事诉讼制度变革最终受制的因素是什么？本书对民事
诉讼的法理基础、人性基础、伦理基础、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作了深入的研究。这种研
究是苏州大学诉讼法学硕士点崇尚的一种结合性研究方法，即将作为部门法的诉讼法与
法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提高诉讼法学的理论深度，并期望
在方法上能够有所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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