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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以“专注制度、推动立法”为主旨，推出一批优秀的民事诉讼制度研究著作，从而推动我
国《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的进程。
丛书以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为切入点，在现行立法实证研究、域外相关制度比较以及制度背后法理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具体而细致的立法完善方案，并详细论证立法建议的理由与可操作性，充分预测可
能的不足。
　　法治乃是良法之治，制定之初就先天不足的劣质法律要么被弃置不用，要么阻碍社会的公平正义
。
即便是良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修改完善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制度不公正、缺乏可操作性、条文过于粗陋、立法滞后等种种立法弊黼严重阻碍法治进程，引发民众
的法律信任危机。
而一部优秀法典的诞生与焕发生命力，将有赖于包括立法者、实务工作者、法学研究者在内的所有法
律职业人士的共同努力，当然，这其中也有作为法律制度消费者的民众的呼声和意愿。
　　高质量的立法需要大量学术资源的支持，这也正是学者大有可为之处。
立法是多个具体制度的有机组合，研究者针对具体制度的立法建议能为立法者提供直接的参考，研究
者的立论越充分、资料越翔实、思虑越周密，也就越能说服立法者接受其建议。
　　诉讼法学的实用性较之实体法更为明显。
司法实践中，任何案件都要不同程度地适用诉讼法，诉讼立法的优劣将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公正产生直
接影响。
尽管程序与实体的关系还没有取得共识，但科学理性的程序始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民事诉讼法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必须具备发现真实和准确适用法律的优秀品质，必须体现效率原
则、必须保障人性尊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型期中国民事纠纷解决初论>>

内容概要

　　本书以社会转型和民事司法改革为背景，以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为依托，以诉权和审判判权
的关系为核心，着力探讨和研究民事纠纷的诉讼与仲裁解决的基本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与纠纷的合意
解决问题、社会转型期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问题、民事纠纷解决的外部监督问题以及与引相关的
其他问题。
本书的研究始终追踪改革热点，在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及程序设计的问题深入反思的基础上，
立足于树立先进的的程序理念，构建科学、公正、合理的程序、规则与具体制度。
尤其在程序模式、诉权的保护范围、纠纷的合意解决机制、社会转型期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民事纠
纷解决的外部监督等问题上，本书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设计，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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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事纠纷诉讼解决的基本问题　　一、民事诉讼结构的调整及其基本模式的选择　　令
人瞩目的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在我国已进行了近二十年。
改革的动因，最初是缘于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民事、经济案件激增与法院的审判力量相
对不足的矛盾，因而改革的措施多半是具体的、技术性的和非结构性的。
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虽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就整体而言，这场来自法院系统的改革
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于特定的动因而进行的，对于原有的民事审判方式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改
革的基本方向尚缺乏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改革缺乏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
因而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显示出某些改革措施难以收效，甚至改革的某些措施难以与整体诉讼结构
相协调的状况，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例如，庭审方式的改革，强调当事人举证、质证和当事人之间的辩论，其本意是想弱化法院职权，让
当事人真正成为诉讼的主角，使裁判的基础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辩论的基础上。
但由于整个诉讼结构的调整没有协调进行，若想在原有的诉讼结构内进行庭审方式的改革是难以收到
预期效果的。
如有些法院在推行辩论式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突然提出新的证据，使对方当事人缺乏必要的准备
而无法与之对抗；有的证人不出庭作证，仅提供书面证言，使诉讼当事人没有机会质证；还有许多当
事人本不具备诉讼常识却又亲自参与诉讼，造成法庭辩论难以围绕诉讼的焦点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由于退之于消极裁判的地位，因而常常使辩论式诉讼有名无实，合议庭难以当庭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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