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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官论司法规律和民商事审判》内容包括寻找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民商事审判方法；交强险与商业险
竞合诉讼问题研究——以利益衡量为视角；论不动产登记纠纷中权利救济路径之选择等。
《法官论司法规律和民商事审判》收集的论文关于民商事法律的完善与法律适用主题的数量较多，内
容也很广，涉及了民商事法律的实体与程序的各个方面，包括民商事审判的裁判方法、诉讼调解制度
、送达、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管辖以及劳动争议、人身损害赔偿、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物权、破产等
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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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中国特色小额诉讼程序之构建——以宜昌法院小额速裁试点工作为实证范式 论司法审判对社会诚信
精神的引领——基于某市法院问卷调查结论的思考 论“实体处理欠妥”——兼及民商事案件径行改判
事由与再审事由的补充 论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保护——基于审判实践的实证分析 对以特许经营方式
傍名牌的识别与规制从情节与人物的二元对立到人物价值的异军突起——虚拟人物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的重构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认定 法院文化：“剧场化”与“
广场化”的契合——从巡回审判的法文化符号谈起 诉权行使的边界与法律调整——以规制民事诉讼权
利滥用为中心视角 解构承租人法定先买权的存在价值危机与拯救：法官职业心理压力与疏导机制构建
论化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从构建激励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机制入手 未投保交强险机动车
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责任之承担 商品房多重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研究 民事再审案件上提一级有关
问题的探讨 正义维度内的张弛之道——成文法局限性下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之边界 公告送达：法律
价值冲突之中的二难抉择 试为“送达难”找一个出路——对现行民事送达制度的反思 诉讼调解的自
愿性探析 青年法官在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困境与突破——以宜昌法院为例 重塑道德之底线——探索建
立司法信用评级制度 从漠视到膜拜——对调解制度观念与实践的哲学批判 公司无法清算时债权人权
益保护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司法建议制度的困境及完善路径 工伤保险与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关
系研究——以《社会保险法》为切入点 法、理、情融通的耦合与限度——基层法院“原情司法”实现
路径的法理思考 法院文化建设的向度——兼论精神文化建设对队伍建设的引领 审美视野中法官的庭
审礼仪探析——从“法官妈妈”的审判经出发 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主体之立法分析与完善 不规
范民事行为探析 民事地域管辖：现象的反思与制度的重构——以基层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为视角 当
事人丧失纠纷主体资格的民事程序设置——诉讼承继与相关诉讼制度 论民事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程序
选择权的制衡 劳动债权优于担保物权受偿的价值考量——兼论新破产法第132条中的时限性缺陷与影
响 转型时期健康社会心态之司法培育 情势变更之显失公平厘定 侵权主次责任比例分担考量要素研究
——公正的运用数学术语界定责任比例 我国定期金赔偿制度的立法完善 浅析农村房屋买卖纠纷中之
法律适用 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的实务探析 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论股权转让效力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以法院审理的三种典型案例为视角 我
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制度现状评析与完善 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之证据属性——以法官审查为
视角 司法识别海事国际惯例的实体标准与程序构造研究 论户外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一律中
止”到“选择中止”的嬗变——论基于裁定再审案件视角下的中止担保制度 “网络捆绑”之反垄断规
制——对QQ用户“被限制”使用360事件之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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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诉之利益：衡量两险并审的可持续性 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社
会成本问题》一文，促使了经济学被普遍运用在立法及司法的考量之上，由此进入了新的法律一经济
学时代。
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波斯纳强调，在法律市场中，法律程序的实行和管理也依靠受经
济上的自利和成本-收益比较所推动的个人，而不是利他主义或官员。
是否参与诉讼，如何参与诉讼，都是由当事人和他的律师决定的；法律市场也存在‘看不见的手”，
左右着法律市场主体的活动，而效率成为法律价值的组成部分。
 具体到道交案件之中，首先，侵权责任和保险合同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如果分别审理，各地
法院的不同认识将会产生对第三者的损失数额或处理的不同意见，进而导致前后判决对被保险人赔偿
责任范围的不同看法，这显然有违“同一事实同样处理”的司法统一精神，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还
可能导致因前后判决不同产生申诉信访，耗费司法资源。
其次，合并审理的适用应以不加重保险人的实体赔付责任为前提，利用同一诉讼程序，使当事人有可
能通过抵消、吞并、排斥而使本诉诉请不能成立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避免牵连关系之诉由于分别审
判导致结案时间、执行时间不同所可能遭遇重复清偿的麻烦和风险，保持诉讼投入的相对恒定及促成
诉讼产出的尽可能增加，诉讼过程的效率价值便随之实现。
所以，对于当事人而言，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期待法院的合并审理应是诉讼利益衡量选择的结果。
 从法律社会学角度看，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社会因素对实施的影响，这些影响最后形成一种
社会效果，一定的社会效果与立法的目的和法律所规定的内容总是形成一定的差距，法律社会学的理
论就是通过寻找形成这种差距的社会因素，以便找到消除不良社会因素的办法。
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法官应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批判与建设思维并举，追求全社会的良法善
治。
从道交案件涉及的社会法上的朴素公平观和法律的有限公平观来看，交强险不能执行过错规则和过错
归责，因此，赔偿不可能是充分的、公平的、全面的；而对于保险公司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而言，
它只能承担有限公平的保险责任和社会职能。
故在道交案件的同一诉讼程序内中对涉及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关联纠纷进行合并审理，有利于保护第三
者的权益，使弱势群体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修订后的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立法精义在于保护第三者，避免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赔付，而被保险人
不向第三者支付赔偿金。
如果按照受害人不能享有请求权的情况处理，可能会导致如此窘境：在被保险人无经济能力赔偿第三
者的前提下，保险公司有权拒绝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反而第三者权益无法保障。
这显然非立法之本意。
相反，在被保险人明示不主张赔付请求权或怠于行使赔付请求权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将相应的赔
偿金直接确定赔付给第三者，这正是新保险法追求的民生思想的体现。
故而，两险并审的实现使法官有可能根据各牵连纠纷的因果关系、过错责任、法律适用、当事人的承
受能力、价值取向等综合因素权衡考虑后作出判决，特别是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的抵消、吞
并可以给予充分考量，使案件尽可能不需进入执行程序，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当事人与法院
之间的对立情绪大大降低，促进当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和谐，这符合市场经济和审判规律的
要求，从诉讼经济角度也具有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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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官论司法规律和民商事审判》收集的论文，作者为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
这些论文是我省法院法官对审判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结合审判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的智慧结晶，
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论文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观点，有其独到和创新之处。
对正确理解、把握社会主义司法规律和民商事法律精神、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我省乃至全国的司法研究以及审判实务都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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