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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领导讲话、交流发言、主题发言和部门部分优秀
论文编辑出版，以供热衷审监理论研究和从事审监实务工作的各界人士交流分享.入选本书论文的作者
大多是从事审监实务工作的法官，具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和较高的理论素养，所选论文正是他们多年来
审判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本书一共分为四编，第一编主要内容是民事再审程序实现司法公信的路径，第二编主要内容是民事再
审终局性的要件研究，第三编主要内容是民事抗诉制度的设置及完善，第四编主要内容为刑事再审程
序及证据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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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前飞，现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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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取消法院再审启动权，赋予检察院限制性的民事再审启动权 我国现行的再
审程序在职权主义观念下，检察院和法院等国家公权力过分介入，“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和“检察
院抗诉”这两种再审提起方式过大发展，使“当事人申请再审”近乎名存实亡。
因此，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限制性地赋予检察院再审启动权，使公权力不随意介入私权领域。
 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未经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再审程序，无论在大陆法系抑或是英美法系理论中都不可
能找到依据。
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是我国再审制度片面追求实体公正和有错必纠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
这种制度从理论上看违背法理，在实践中造成混论，是现象再审制度中最为严重的缺陷，废弃该制度
理所当然。
 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启动再审的权利目前尚应保留，但应当有一定的限制，即要
区分公权和私权。
属于公权范围的，即要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检察院应积极主动干预，代表权利受
到损害的国家、集体行使民事诉讼权，享有与对方当事人平等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
属于私权范围的，即对于不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为抗诉启动再审的前置程序。
如果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也不申诉的，检察院不应以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确保
司法公正为由强行对当事人自主处分裁判结果的权利进行干预。
 （二）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为主导、案外人撤销之诉为补充的再审之诉 民事再审制度虽为诉讼法而具
公法性质，但其解决的均为民事权益，故应充分贯彻私权自治原则。
司法若采职权主义，则再审必然存在监督权的滥用或审判权的恣意行使，这都极有可能侵害当事人权
利，从而破坏整个司法程序的运行。
以诉权型再审取代职权型再审，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为主导、案外人撤销之诉为补充的再审之诉，适当
地强化和规范当事人申请再审这条渠道，能够相应地淡化再审程序整体上的行政或职权色彩，在大体
满足当事人正当救济的同时，逐渐减少多方反复投诉的现象，并真正缓解审判终局性所受到的冲击及
其压力。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当事人和案外人对生效法律文书不服享有再审申请权，构建再审之诉则是要赋予
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不服享有诉权。
何为再审之诉？
再审之诉是指赋予当事人针对生效裁判而寻求救济的部分行动以“诉权”和“诉讼权利”性质，既给
予充分的程序保障，又要求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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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判监督与司法公信》编辑推荐：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在于得以公正地实施。
法无信不立。
公正是司法永恒的主题，是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的源泉。
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最直接的内部司法监督机制，对于保证法律的公正实施，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
信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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