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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收集了民事诉讼法学界著名学者张卫平教授近几年来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的二十篇
论文。
论文涉及民事诉讼法修改、民事诉讼体制、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执行制度运行理
论与实务等方面，是作者对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问题的深层思考和探索的成果结晶，反映了作者具有
个性的研究方法、视角和路径。
这些研究和探索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完善以及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提升都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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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卫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检察
院咨询委员、《清华法学》副主编。
1993年从讲师直接破格评聘为教授，同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分别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和一桥大学法
学部学习研究；1996年，任《现代法学》主编，并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获得司法部、劳动人事部、
司法部“英雄模范”称号、国家政府津贴获得者；1999年初调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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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人们的普遍意识当中，“起诉难”似乎已经预设了一个否定性前提，即“起诉难”与人们
对起诉的要求是直接相违背的，人们的“正当”要求应当是起诉不难，即起诉不难应是一种正常状态
，而“起诉难”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既然是一种非正常状态，就应当消除，因此，人们应当采用相应
的对策化解“起诉难”这一问题。
在我们对“起诉难”的含义进行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这样的认识其实是十分含混和模糊的。
因为“起诉难”作为一个问题，本身存在多个层面的含义，而不同含义的问题，其原因不同，“问题
”的性质也不同。
如果“起诉难”是因法官追求私利、法官司法水平和职业道德低下、司法地方保护等司法制度的消极
因素所导致的，则对应的措施应当是如何提高法官素质、制止和防止司法腐败、克服司法的地方性等
司法制度的改进问题；如果“起诉难”是因起诉程序过于繁杂所带来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恐怕不能
算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能算是一个社会问题。
据我所知，因为法院经费与案件受理费之间的牵连关系，实际上有些法院甚至希望起诉变得更容易。
如果是在本文所关注的“起诉难”的认识范畴内，即基于司法政策的限制所发生的“起诉难”，问题
就显得比较复杂了。
从司法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角度来看，既然法院对某些案件的受理问题采取了符合特定情势要求的
司法调整，以追求符合特定政治、经济、社会的要求，实现满足一定意识形态下的实体正义，则很难
说这种情形下的“起诉难”具有否定意义；相反，从实现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实体正义的角度判断看，
恰恰意味着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限制，是一种积极的“阻尼”，而非消极的阻力。
现实的司法制度设计也为实现这种限制提供了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的“起诉难”就不是一个需要化解的问题，所谓解决“起诉难”的问题，就可能是一个
“伪命题”。
从一般认识来看，显然人们并不认同和接受这一理解。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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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法律制度的建构、修正和运用都必须服从于该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原理，因此，我们在思考具体法
律制度的建构、修正以及如何理解、运用时都应当从该基本原则和原理出发，否则我们的思考和行为
就可能脱离、背离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原理，导致制度建构和适用的错误。
当我们就法律的问题发生争执时，我们也应当回归到制度的原则和原理来思考，而不是站在各自的立
场上。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点，正确地解决问题。
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想法。
　　——张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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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回归原点的思考》对制度建构和制度运行的思考不能离开制度的原点和原理。
离开制度的原点必然导致制度建构的变形，离开制度的原理，必然导致制度运行的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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