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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的宗旨在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专注制度，推动立法。
2008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所以仅仅是局部性的，而非全面
性的；之所以未达预期的效果，而难免令人有失望之感，究其缘故，固然有诸多或种种，然而深层次
上的原因，不能不被认为是，学术研究未能跟上立法之需求也。
反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起初营营碌碌于注释法学，后来迅速遭到诟病，认为这种研究长此以
往，难脱原地踏步之嫌；于是乎，取而代之的乃是所谓的理论法学，以抽象思维见长的学者们，纷纷
登台发表高见，短时间内，竟一扫注释法学之积弊，法学研究的面貌因之而焕然一新。
然而，时间稍长，人们便发现，坐而论道原本是一件更为轻松的事，难点还在于，将放飞的思绪从辽
阔的天空中收回，屏心静气地进行艰苦卓绝的制度构建。
具体的制度构建全然有别于潇洒的理论畅想，它需要有透彻的理论把握，敏锐的时代触感，宽阔的学
术视野，务实的精心构筑，以及弥漫于全书中的价值说服力。
这样的理论研究，显而易见，是多了一份枯燥，少了一份浪漫；然而，这样的理论研究，同样显而易
见的，乃是真正的理论升华，培植了真正的学术之根。
德国学者海德格尔通过对“真理”一词的词源学考察表明，真理的古希腊语是aletheia，原意是“无蔽
”。
可见，真理的本质就在于无蔽，而无蔽就是敞亮，敞亮就是本真。
我们这套丛书，就是试图将我们各位作者本真的制度构想——无论是全面的抑或局部的，敞亮开来，
达至无蔽，然而同时还要绝对地说：我们距离真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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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事法院是指专门处理涉及婚姻家庭领域各类家事案件的审判机构的总称。
家事法院不仅具有司法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行政性和社会性，是综合性的法院；家事法院既有
解决纷争功能，也有调整、修复和治疗家庭关系、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以及社会服务等功能；家事法院
把实质正义、高效快捷、和谐秩序等作为其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家事法院除了在其内部设置家事法官之外，还常常设置家事调查员、家事调
解员等辅佐机关。
在其外部，则建立与某些公益组织的合作机制，将家庭关系的调查事项或心理谘商事务委托给其予以
实施。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也应当顺应社会关系之法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事法院制度。
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这一制度的建构提供合理性论证和比较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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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章 家事法院之主体构造从世界各国及地区家事法院的实践看，家事法院的主体构造显然异
于普通法院。
对于普通法院而言，其主要工作群体由法官、助理法官、书记官、速记官、法院行政人员等构成，其
中，职业裁判法官是整个法院工作群体的本体和核心。
而在家事法院的主体构造中，则不仅有法院内部的工作群体，还有法院外部的协力机关和人员。
其内部主体往往包括职业家事法官、来自民间的非职业法官以及法官的特别辅佐机构，如家事调查员
、家事顾问、家事调解员、医务官等；在家事法院的外部，还有相关的协力机关，如有关公益组织以
及有关人员。
上述主体共同协作保障家事法院的独特功能和价值得以顺利实现。
一、家事法院之法官（一）家事法院之职业法官家事法院作为一种司法机构，当然需要专门的职业法
官，该类法官取得职业资格的条件与一般法院法官大致相同。
但是，作为专门处理牵涉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的家事案件的法官，仅仅拥有法律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
的，他们还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擅长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最好拥有社会学、心理学等多
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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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事法院制度研究》：民事程序法论丛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事法院制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