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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阐明权是法院为了明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而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加以引导的一种诉讼程序
上的指挥权。
在西方很多国家民事诉讼法中阐明权被看作是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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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力，男，生于1972年6月，山东临沂人，分别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中国
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事诉讼法、证据法和司法制度。
于2004年参与完成了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先生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民事
诉讼理论与实践”，合著《民事审前准备》、《民事诉讼理念与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修改建议稿及立法理由》、《证据法学》等，曾经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有《论既判力的界限》、《再
审发动程序之重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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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阐明权是法院为了明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而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加以引导的一种诉讼程序
上的指挥权。
在西方很多国家民事诉讼法中阐明权被看作是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
作者借鉴国外阐明权理论和制度，从比较法的角度人手，接着主要运用了辩证的逻辑推理、法律规范
分析、实证分析、社会学分析和系统思维的方法，深入研究了阐明权制度建立的基础，探讨了阐明权
制度设立和实践的规律，分析了我国民事审判的发展对建立完善阐明权制度的需求，针对我国的民事
诉讼实践，提出了构建我国阐明权制度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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