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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是笔者在原博士学位论文《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的基础上，
经过修改、充实、完善而成。
自2004年论文答辩完之后，笔者一直没有中止对既判力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作为原先设定的研究计划，有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只是我整个既判力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因而原
本也没有将既判力客观范围部分单独成书的打算。
但考虑到“学术价值与时间成反比”等因素以及工作中对于出版成果的强烈的现实需求，还是“诚惶
诚恐”地将研究成果先行展示出来。
另外，今年年初笔者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将于今年10月赴东京大学展开博士后研究工作，因
此也想借《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的出版来形成赴日前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赴日研究的成行，无疑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有关既判力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期待自己能在
今后两年之内完成该课题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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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剑峰，男，1977年1月14日生，浙江省宁波市人，法学博士。
2004年7月从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职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与法律研究中
心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与制度、证据法学及司法制度。
业已出版的著、译作品有：《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
《转变时期的民事裁判制度》、《自律型社会与正义的综合体》、《新民事诉讼法讲义》、《诉讼制
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等等。
引外，还在《法商研究》、《法律研究》、《司法改革论证》、《人民法院报》等杂志、报刊发表论
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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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第一章 引言一、选题背景及意义二、文献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以日本学界为中心(二)国内研究现状三、研究内容及方法(一)研究内容(二)研究方法第一部分 基础理
论的阐述第二章 既判力理论的概述一、民事诉讼与判决的效力二、纠纷的终局性解决与既判力三、既
判力的本质(一)实体法说(二)诉讼法说(三)对于两种学说的另一种理解——基于德国民诉法学发展史之
视角(四)既判力本质论的其他学说(五)本质论的评析——局限及没落四、既判力的根据(一)学说(二)评
价五、既判力作用的概述(一)既判力的作用(二)既判力的作用形态(三)既判力作用的属性第二部分 既
判力客观范围本体论第三章 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传统理论一、既判力作用范围的不同维度(一)既判力客
观范围(二)既判力主观范围(三)既判力时间范围(四)三者的关系二、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传统理论(一)诉
讼标的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二)判决书的结构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三)将既判力客观范围限于判决主
文的原因分析三、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例外——有关抵销的抗辩(一)民事诉讼的抗辩(二)抵销抗辩产生
既判力的原因分析——基于抵销抗辩与清偿债务抗辩之比较(三)有关抵销抗辩之判断中产生既判力的
范围(四)关于抵销抗辩产生既判力的注意点第四章 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论——以争点效理论为中心
一、传统既判力客观范围理论的局限(一)传统既判力客观范围理论反省的契机——抽象法律制度与现
实纠纷之间的不契合(二)原因分析二、既判力客观范围扩张的新学说(一)既判力扩张说(二)统一请求权
说(三)默示的中间确认之诉说三、争点效理论(一)争点效的概念及理论概况(二)争点效理论的学术渊
源(三)争点效适用的要件(四)争点效理论的意义(五)争点效理论的评价及发展趋势四、提出责任效理论
第五章 学说的梳理与评析：诉讼标的与程序过程之间的对立一、诉讼标的基准说——以传统的既判力
客观范围学说为中心二、重视程序具体过程的学说三、两者兼顾的理论——在诉讼标的与程序过程之
间四、不同系列学说差异的分析(一)既判力根据的差异(二)当事人程序保障及自我责任内容的差异(三)
诉讼标的所发挥机能的差异(四)判决效范围形式化、标准化含义的差异(五)小结第六章 我国既判力客
观范围制度的构建一、关于我国民诉法欠缺既判力制度的原因分析(一)法律继受历史(二)职权主义的
诉讼构造(三)观念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四)现行法的具体制度、法官的素质及司法运作现状等因素
加剧了对既判力制度的排斥二、我国建立既判力客观范围制度及完善相关理论的必要性(一)基于民诉
理论与制度的视角(二)基于司法实务的视角(三)基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视角三、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既判
力客观范围的具体构建(一)我国既判力制度构建及有效运作的条件(二)关于我国既判力客观范围制度
的构建第三部分 既判力客观范围的延伸课题第七章 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客观范围在时间层面的延
伸一、民事诉讼中的标准时——民事判决对象确定的时间因素(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性——标准时
产生的原因分析(二)诉讼中标准时的确定二、既判力时间范围的确定(一)关于既判力时间范围确定的
传统理论——通说(二)既判力时间范围理论的新发展三、形成权遮断效的问题——既判力时间范围理
论的具体化(一)德国(二)日本四、评价(一)法的安定性要求与具体程序保障的要求(二)一次性解决纠纷
的要求与个案妥当性(正义)的要求五、对于我国学界的相关启示(一)法制的发展阶段与诉讼政策(二)我
国既判力时间范围问题的处理原则(三)对于一个案例的分析——兼论在我国构建判决标准时制度的必
要性第八章 部分请求问题——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或缩小一、部分请求的概述——问题的界定(一)
何谓部分请求?——问题的提起(二)与部分请求易于混淆的其他问题——问题的界定二、有关部分请求
的学说(一)肯定说的立场(二)否定说的立场三、对于两种立场妥当性的分析(一)对于诉讼标的把握层面
的分析(二)分析视角的转换：关于各种学说价值取向的分析四、我国对部分请求问题的处理(一)原则
性立场的确定(二)例外的设置五、对《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
定的评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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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笔者在原博士学位论文《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充实、完善而成。
自2004年论文答辩完之后，笔者一直没有中止对既判力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作为原先设定的研究计划，有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只是我整个既判力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因而原
本也没有将既判力客观范围部分单独成书的打算。
但考虑到“学术价值与时间成反比”等因素以及工作中对于出版成果的强烈的现实需求，还是“诚惶
诚恐”地将研究成果先行展示出来。
另外，今年年初笔者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将于今年10月赴东京大学展开博士后研究工作，因
此也想借本书的出版来形成赴日前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赴日研究的成行，无疑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有关既判力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期待自己能在
今后两年之内完成该课题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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