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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民事既判力扩张的内涵分析着手，论述了民事既判力主观范围、客观范围和效力范围三个不同
方面的扩张问题。
在理论上明确了我国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界限，为受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影响的第三人设置了一套
救济机制；提出了我国如何解决既判力客观范围扩张问题的方案；总结出了既判力扩张效力的运行原
理，提出了既判力效力分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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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军辉男，1 976年出生，湖南娄底人，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1
998年参加工作，先后于2006年6月和2009年6获得湘潭大学法律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现已发表了学术论文22篇，其中在《政治与法律》、《诉讼法学研究》、《法学杂志》等CSSCl源刊
上发表1
2篇，并参与撰写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l部，其他著作多部。
主持课题6项，其中司法部项目1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国家课题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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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可以减少矛盾判决的出现，促进审判的和谐运行。
既判力通过主观范围、客观范围和效力范围三种不同形式的扩张，可以减少矛盾判决的出现，促进审
判的和谐运行。
不过这三种扩张方式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并且它们协调判决运行的机理是不相同的。
就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而言，它是在经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一些团体性、利益扩散性以及纷争利
益主体多元性的纠纷大量出现后，才被学者们提出来的。
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制度将针对双方当事人所作判决的效力扩及与当事人存在一定法律关系的第三人
，以此禁止该第三人就相关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从而达到避免矛盾判决出现的目的。
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产品质量、环境污染、证券投资、股票发行、大规模征地拆迁
等引发的涉及多数人或不特定多数人的纠纷大量出现，这些纠纷的顺利解决对既判力主观扩张制度产
生了客观的需求。
既判力客观范围扩张问题，是与本体问题相伴而生的。
在理论界提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限于法官在判决主文中的判断，并得到立法的认可之时，就已经有学
者提出法官对于审判理由所作的判断亦应当产生既判力，或者与之类似的拘束力。
由于法官针对诉讼标的所作的，并记载于判决书主文中的判断是以审判理由为基础的，如果审判理由
中的判断没有既判力或者类似效力，那么当事人针对审判理由单独提起诉讼所获的判决极有可能与前
诉判决相矛盾。
因而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向理由部分扩张，可以有效地减少这种矛盾的出现。
既判力效力范围的扩张这一概念是近期才被提出来的，但是关于前诉判决所确定的事实在并非属于同
一案件的后诉中也应当发挥作用的理论早在1827年就已经有人提出，只是他们使用的是既判力的“积
极机能”这一词语。
既判力效力范围的扩张打破了既判力只能在同一案件的范围内发生作用的限制，使得与前诉有事实上
牵连的后诉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前诉中确定的事实，进而使得前后两诉在判决结论上不至于相互矛
盾。
第二，可以更好地协调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经济关系日趋复杂。
例如，债权债务的连续承继、转让以及连续交易现象变得非常普遍；担保、保证在经济活动中被频繁
运用；各种产权形式重组，所有人与占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相分离；同一财物上的利益主体多元化
现象日益增多。
这些新变化一方面推动了实体法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距离，使判决效力
仅及于双方当事人的传统程序制度设置与实体法的发展之间产生了脱节和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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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既判力扩张问题研究》：“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9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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