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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伟教授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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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30年11月2日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8年

开封沦陷前夕，我随全家逃难至巩县，1945年抗战胜利，全家返回开

封。在这种环境下，我未曾受到完整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在高中读书期

间，我热爱阅读文学著作，深受鲁迅先生和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等人的影

响，深惑蒋介石反动政府对外投靠美国，对内镇压进步人士，而对我党

领导的进步事业十分向往。1948年开封解放后，先是到中原大学学习4

个月，然后分配到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新华分社工作，随军进军大西南，

贵阳解放后留当地工作。195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4年后留

校任教至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我大学毕业到1978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我一直担任大学法律系的教师，却很少上课或从

事科研工作。只是在1979年人大法律系派我参加人大常委法委民诉法

起草组工作之后才算是务了"正业"。自此，我的学术生命真正开始。民

诉法的起草和修订过程，也就是中国民诉法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的

学术生涯是与此同步的。此后，我可以专心致力于民诉法学的教学和研

究，于是，做了23年的助教，终于晋升为讲师，接着又由副教授晋升为

教授，并取得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资格。在1978年以前，我仅为法

律系本科生授课16小时，而在1978年之后，除为本科生授课之外，还

为研究生、高级法官授课，讲课的时数已无法统计。在著述方面，专著

和教材不下20本，论文也发表了近70篇。就著述的内容而言，在八十

年代以前，主要是为民诉法做注释，间或也有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在90

年代中后期，则侧重于构建民诉法学的理论体系，并就诉权、诉讼标

的、既判力等理论做了一些研究；在具体诉讼方面，如民诉当事人、保

全程序、特别程序等，也做了一些研究。平心而论，我只能算是一名过

渡时期从事民诉法学研究的学者，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

多么辉煌的成就，但也做了过渡期学者应做的事，这能否说成是承前启

后或者是其他什么－－－只能由、他人评说了。 

     在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价值和功能关系问题上，我历来主张二者并

重。但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十分流行的情况下，应突出强调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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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独立价值和功能。当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和功能为人们普遍重视，

诉讼程序得以在司法实践中确被遵守和实施，以法治国和法制现代化才

不致流于空谈。国外学者，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认为，民事诉讼

理论的核心为目的论、诉权论和诉讼标的论，我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

况，除此三论之外，还应包括程序价值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论和既判

力论。 

     我从事民事诉讼理论研究遵循以下理念：从国情出发，在深入研究

国内和古往今来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为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立

法，作出自己的贡献。从上述理念出发，我的研究特点和风格是：朴素

无华。不作豪言壮语，不说套话，不赶"时尚"，不务虚名，不逐俗利。

但在追求上，务使自己的著述有所开拓和创新。 

     现在我还担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民事诉讼法专业

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破产法起草小组"顾问，海

南大学、湘潭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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