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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主体和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各国的民事案件无论是在数量上
还是在类型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司法资源的严重不足与案件积压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保障法制的统一，追求程序上的公开、平等的竞争，实
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
因此，如何降低诉讼成本，减少诉讼迟延，加快司法改革，使当事人获得实质性的司法正义的权利，
便成了各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这本书就是调查研究的成果。
应当说，我们这次调研时间比较短，掌握的资料有限，因此得出的一些意见还只是理论上的一些设想
和探讨，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我们认为，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法官，除了具备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品质，还必须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
、理论创新的勇气，保持蓬勃的朝气和昂扬的锐气，才能推动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现
代民事审判制度的内涵，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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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研究　一、程序的理论研究及实务运作状况　　（二）筒易程序目前在我国
的理论研究壮况　　（二）简易程序目前在我国的实务运作情况　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条文过于偏少，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　　
（二）整体结构有失完整，实践中难以遵循适用　　（三）规定太过原则和笼统，缺乏应有的操作性
　三、从制度层面上完善和统合我国民事简易诉讼程序的各种准备已基本就绪　　（一）已有修正的
立法基础　　（二）已有修正所譬的相应理论准备　　（三）已有修正所需的丰富实践资源　四、完
善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制度的理论难题及其化解　　（一）简易程序的推行并无损于社会整体正义
的实现；相反，还有利于正义总量在社会中的合理分配　　（二）简易程序的推行是宪法保障公民接
受司法裁判权得以实现的客观需要　　（三）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公正与效率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相
对的，既没有绝对的公正，也不存在纯粹的效率　五、简易诉讼程序的优势评估　　（一）筒易程序
既内含有诉讼法理，又内含有非讼法理，对这一制度的合理、恰当设计与运作，特有利于在效率与公
正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　　（二）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　六、完善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初步构想及
方案选择　　（一）关于立法体例　　（二）关于应否从简易程序中分流出小额诉讼程序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简易程序的具体构想及方案选择　附：完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条文设计方案第二章 民
事诉讼证据制度研究　引言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制度规定的基本评价　　（一）
构建了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框架　　（二）确定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和方法　　（三）在调节社会民事
流转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对证据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难以解决审判 实践中遇到的
复杂问题　　（五）一些重要证据制度的缺失或不合理规定，严重影响了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价
值目标的实现　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积累　　（一）为完善我国民
事证据制度所作的理论准备　　（二）审判实践中的经验积累　三、改革与完善我国现行民事证据制
度的建议与构想　　（一）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　　（二）关于举证时限问题　　（三）关于证
据交换问患　　（四）关于证据的调查收集问题　　（五）关于无须证明的事实　　（六）关于人民
法院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　　（七）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附：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条文设计
方案第三章 民事诉讼终审制度研究　引言　一、对我国现行二审终审制度的反思　　（一）二审终审
制度设立的历史背景　　（二）二审终审制度现阶段的运行状况　　（三）二审终审制度的缺陷　二
、设立三审终审制度的理论的基础和国外立法例　　（一）公正与效率和衡平是设置审级制度的根基
　　（二）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三审终审制度的核心　　（三）金字塔形职能结构是三审终审终审制度
的核心　　（四）多元化审级设置是保障级工能正常发挥的关键　三、我国实行三审终审制度的理论
储备和现实基础　　（一）理论储备　　（二）现实基础　　（三）价值体现、　四、我国民事诉讼
终审制度的重构思路——三审终审制度的基本架构　　（一）第三审终审程序的称谓　　（二）第三
审程序的功能识别　　（三）第三审的性质定位应为法律审?　　（四）第三审的审理范围应限定在上
诉范围内　　（五）第三审应有一定的条件和范围　　（六）第三审程序应实行上诉许可制　　（七
）第三审程序可以由越级上诉引起　五、我国民事诉讼终审制度的重构思路——三审终审制度与再审
制度的衔接：　　（一）当前再审度存在的问三审终审制度的问题预测与运行展望　　（一）问题预
测　　（二）运行展望　结束语　附：第三审程序规则设计方案及其说明第四章 民事诉讼再审制度研
究　一、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制度渊源　　（一）传统伸冤方式及清末、民国再审立法　　（二）新
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再审制度之尝试　　（三）新中国成立后再审制度的变迁　二、国外民事再审程序
制度比较　　（一）关于民事再审发起主体　　（二）关于民事再审发起理由　　（三）关于民事再
审发起时限　　（四）关于民事再审管辖方式　　（五）关于民事再审审理范围　　（六）关于民事
再审法律效力　　（七）关于民事再审改判原则　　（八）关于民事再审发起次数　三、我国现行民
事再审程序的制度弊端　　（一）法院可以凭职权主动发起再审　　（二）检察院拥有不受限制的民
事再审抗诉权　　（三）当事人中请再审权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四）再审理由设置不合理    
（五）再审管辖不清    （六）再审审理程序不符合再审案件特点　　（七）裁定再审不应附加中止原
判执行的法律效力　　（八）再审不受发起时限及次数限制　　（九）申请再审不收费　四、我国民
事再审程序改革的出路　　（一）避免再审改革方向步入误区　　（二）墙正再审改革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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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确再审改革的指导原则　　（四）正确认识再审程序的价值功能　五、构建有限民事再审
的法理基础　　（一）再审程序受到既判效力的首提约束　　（二）再审程序不可能提供一切司法错
误的补救　　（三）再审程序更应满足司法效率的法律要求　六、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法律建议
　　（一）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　　（二）取消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　　（三）弱化人民检察院
的民事再审杭诉权　　（四）规范当事人的中诉权　　（五）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理由　　（六）明确
再审时效和审　　（七）理顺再审案件管辖与受理　　（八）规范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审理范　　
（九）限制中止执行原判　　（十）限定再审次　　（十一）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　　（十二）设立
案外人异议及再审缴费制度　结束语　附：完善民事再审程序条文设计方案第五章 民事抗诉制度研究
　一、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抗诉的规定及对抗诉制度的基本观点　二、民事抗诉制度的消极作用　　
（一）抗诉可以中止生效判决、裁定的效力　　（二）抗诉减捐判决的功能，危及法律的权威　　（
三）讼诉降低了诉讼效率，提高了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　　（四）抗诉打破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之
间的平等与平衡关系　　（五）抗诉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作用和终审权　三、民事
抗诉制度的法理缺陷　　（一）抗诉制度的设计初衷有违民事诉讼的运行规 律　　（二）检察机关作
为引发再审程序的一般主体不科学　　（三）抗诉的理由不科学　　（四）抗诉体现了国家公权对私
权的不恰当干预和对法院的不信任　　（五）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悖　四、与民事抗诉相关的几个
理论误区　　（一）民事抗诉与检察监督的关系　　（二）民事抗诉与审判人员依法审判　　（三）
民事抗诉与司法权威　五、对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几点想法　　（一）实行三审终审制，取、请民事
抗诉制度　　（二）保留抗诉制度，限制抗诉范围　　（三）保留抗诉制度，设置对抗诉的审查程序
第六章 完善民事诉讼执行制度研究　一、修改和完善现行强制执行制度的必要性　　（—）某些重要
的执行制度严重缺乏可操作性　　（二）现行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三）某些规定不符
合执行工作的客观规律　二、执行程序编的框架结构　三、关于执行机构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
执行机构设置模式之选择　　（二）关于执行机构改革的几点原则性意见山　　（三）执行管辖制度
之重构　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调查　　（一）强化债权人提供债务人财产状况戒财产线索的义务
，同时赋予其更多的调查债务人财产的手段和途径　　（二）进一步强化债务人及有关单位和人员的
中报义务，明确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　　（三）进一步明确执行法院在必要时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的
职责　五、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之检讨　　（二）完善我国执行救
济制度的基本思莽　六、查封制度的改造与完善　　（一）查封的公示　　（二）我国禁止重复查封
制度之检讨　　（三）无益查封之禁止　七、关于拍卖和变卖的若干问题　　（一）拍卖与交卖的适
用范围　　（二）拍卖和变卖方式的多样化、合理化、迅速化　　（三）实施拍卖的主体　　（四）
执行标的物的评　　（五）拍卖不动产上各种负担的处理　八、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　　（一）现
行规定之检讨　　（二）对被执行人债权执行制度的设立与完善　九、参与分配制度的完善　　（一
）分配原则的立法例　　（二）优先原则与平等原则之争论　　（三）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及立法展
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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